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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里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应有尽有，办宴席再也不用
跑遍全村去借了。”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的刘春菊说，如
今村里的百姓大食堂场地和厨具都可免费使用，还有村民志愿者
帮着端菜洗盘子，真是省钱又省心。

为了狠刹红白事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之风，2016 年，闫楼村
将一处废旧校舍改造成长葛市第一家百姓大食堂，提倡喜事新办、
白事简办，并制定相关村规民约，规定白事统一用大锅菜，喜事
每桌菜品花费不超 450 元，酒水不过百元。

“过去村民办宴席喜欢攀比，有人借钱也要用好酒好烟，为
了‘面子’伤了‘里子’。百姓大食堂启用后，有效解决了村民
在家办宴席场地有限、人手不足、卫生得不到保障等问题，也能
够推动当地移风易俗。”闫楼村党支部书记闫东锋说，过去办一
场宴席，少则两三万元，多则七八万元，现在统一在食堂办，万
把块钱就把酒席办了，既省钱又省事。

目前，长葛市已有二十多个村庄、社区结合自身实际开办了
百姓大食堂。“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了实惠，我们社区的百姓
大食堂预订已经排到了下个月底。”老城镇辘轳湾社区党支部书
记张慧峰说，摆宴席去百姓大食堂逐渐成为共识，大操大办现象
几乎没有了。

    刘振坤   任卓如
    摘编自 2 月 17 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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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发展茶
产业，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
军营村村民将山上的森林砍伐殆尽。
因为地处深山、资源匮乏，那时的
军营村人均年收入仅有 200 余元。

之后，在厦门市各级党委、政
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军营村循着“山
上戴帽、山下开发”的思路发展绿
色农业，并在山上植树造林，催生
了乡村休闲旅游业，逐步摆脱贫困。

近年来，军营村又将增收的目
光投向了“固碳作物”——茶树。
茶叶是军营村重要经济来源，几乎
家家户户都种茶树。全村 5800 亩茶
园，每年能固碳 1600 余吨。

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农业碳汇
交易平台撮合下，军营村在去年完
成两单碳汇交易。全村茶树碳汇被
打包出售给厦门一家企业，村集体
共实现增收 9 万余元。

“当时想都不敢想，空气居然
能卖钱。”说起自己参与的农业碳

票交易，军营村村民高清根兴奋不
已。与高清根一样，村里的种茶大
户们干劲更足了。

与此同时，该村还为“碳交易”
做了未来布局。在毗邻高山茶园的
七彩池观光廊道上，一块块光伏电
板拼接成廊道顶棚。“这样既能给
上山游客遮风挡雨，又能为村里带
来清洁能源。”参与推动该项目落
地的军营村村民高树足说，富余的
光伏发电也能给村里带来“碳交易”
收入。

    康   淼   颜之宏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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