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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低价旅游团在市场上已

有成熟产业链。近年来，低价旅游团专门盯上了老年

人，他们组织老年人简单逛逛景点，然后带他们去目

的地购物。而带队的导游可能未必有导游证，他们擅

长销售，以成交额为唯一考核指标。顾培利 图

结婚请客，生小孩请客，孩

子满月请客、过周岁请客；不仅

如此，有的是男方办了酒席，女

方再办，爷爷奶奶办了，外公外

婆再办……在一些农村地区，

“宴席风”依然存在，加重了农民

的经济负担。深入推进乡村治

理，努力营造文明乡风，必须抓

住“宴席风”这一突出问题，多措

并举、标本兼治。

首先，强化规章制度刚性约

束。应进一步细化村规民约，把

可以办宴席、不可以办宴席的情

形列清楚，明确树立丧事简办、喜

事新办的原则。其次，建立健全

村党组织领导下的红白理事会工

作机制，让红白理事会开展工作

更有权威性。再者，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让他们

在以身作则的同时，带动更多村

民拒绝“宴席风”。另外，宴席成

风，也与部分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有关，应

组织更多群众性文体活动，充分满足群众休闲、文

化、娱乐、社交等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总之，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才能移风易俗、成风化俗。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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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

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与时俱进完善党政机关经费管

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

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规定，强化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责任落实，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

子的制度螺栓，对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

化纠治“四风”具有重要意义。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的

优良作风。铺张浪费不仅脱离我国基本国情、背离优良传

统文化，而且会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危害巨大、影

响恶劣。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我们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

举，有效遏制了“车轮上的腐败”“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

的歪风”等作风突出问题，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同时也要

看到，尽管党中央三令五申，个别地方大手大脚、奢侈浪费

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

“四风”问题仍然存在。

公款浪费之所以成为顽疾，表面原因在于公款，本质

上在于心态：小到购置纸张、办公耗材，大到突击花钱、

搞各种面子工程……在一小部分党员干部的观念里，公

家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公家的便宜不占就是“浪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干部是好大喜功、铺张浪

费还是脚踏实地、务实笃行，人民群众心中都有杆秤。党

政机关在经费管理上精打细算、在公务接待上简洁务实、

在办公用房上合理安排，自然会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让

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刹住铺张浪费之风，就要持之以恒加强制度建设，把

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对标对表，深入查摆问题，警惕

铺张浪费的新变种、新形式；对生活奢靡、铺张浪费、贪图

享乐等现象及时警示、及时查处、及时治理，科学精准靶向

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探索建立作风建设观察员制

度，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

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行见效，

就能一步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没有完成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正之风具有顽

固性、复杂性，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回潮，甚至死灰复燃。一

锤接着一锤敲，一仗接着一仗打。持续营造崇德尚廉、勤俭

节约的浓厚氛围，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能以

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源：河南日报

让厉行节约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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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气温高位运行在36摄氏度以上，地表温

度达70摄氏度。为应对近几日持续的酷热天气，保

障师生身体健康，5月21日，红星学校开展了“防暑

降温茶 送师生清凉”活动。该校食堂化身温情驿

站，师傅们精心挑选优质红枣、枸杞、冰糖等，慢火细

炖了一锅锅绿意盎然的消暑佳品。

大课间期间，在消暑饮品供应点，学生们渴着解

暑茶，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许豪辉 摄影报道
点评：在这高温天气燥热季节，一杯解暑茶带给

大家的不仅仅是清爽，更是一份人文关怀，承载着学

校对学生浓浓的关爱，也是为学生的防暑降温加筑

了一道“清凉”屏障。

红星学校用爱为师生撑起“清凉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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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

委办公厅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典型问题，提到了“面子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政

务服务中搞“面子工程”，片面追求硬件

设施高端大气，热衷于建系统、搭平台，

华而不实、铺张浪费。

搞“面子工程”不是新鲜事。为了所

谓的“形象”“面子”，一些地方大干快上

甚至掏空“家底”，个别领导干部不切实

际“堆盆景”“造光环”，搞出来的“面子工

程”往往沦为“半拉子工程”“问题工程”，

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要“面子”不要“里子”，做与党的事

业不符，与群众利益背道而驰的事情，既

劳民伤财，又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

浮夸作风。

“形象工程”损形象，“面子工程”丢

面子。店面搞得再整齐划一，硬件设施

再高端大气，项目建设排场搞得再大，如

果损害群众利益，最终只能失“面子”。各地必须引以为

戒、从严查处，向“面子工程”坚决说不。

想要“面子”，需多办利民实事，多积尺寸之功。说白

了，“面子”是群众给的，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

才是真有“面子”。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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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报道，近日，江

苏扬州盲人管先生因无法

“眨眼”完成人脸识别，被运

营商拒绝办理手机卡，只能

求助亲属代办。这一荒唐事

件将某些服务的僵化暴露得

淋漓尽致。

对于盲人、面部烧伤者、

面瘫患者，甚至部分老年人，

“刷脸”“眨眼”验证是迈不过

的门槛。涉事营业厅工作人

员面对质疑，仅机械地重复

“人脸识别是必要程序”，毫

无变通之意。而就在同一品

牌的另一个营业厅，仅凭身

份证和残疾证拍照留档即可

完成办理。这一幕让人唏

嘘：人脸识别本是为了便利

与安全，如今却成了少数群

体的绊脚石。可见有人把规

定变成了挡箭牌，让程序成

了低效服务的借口。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

定，信息无障碍是残疾人平

等参与社会的基本权利；《人

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非必

要不得将刷脸作为唯一验证方式”。运营商作为

公共服务的窗口，不是高高在上的技术守门人，而

是服务者。盲人无法刷脸，就该有替代方案：指

纹、声纹、人工审核等都能做到。曾经，46岁的盲

人苏洪泰在微信上申请医保码时遇到困难，找人

在他的眼皮上贴上纸，刷了上百次总算通过；94

岁老人为激活社保卡，被家人抱到银行进行人脸

识别。今天，又出现盲人管先生“眨眼认证”。这

些荒唐事暴露的不仅是服务意识缺失，更是对相

关法律的漠视。是时候梳理一番，诸如让盲人“眨

眼刷脸”的强制规定还有多少，从而及时整改到

位，不让任何一张脸庞被算法拒之门外。

科技发展是为了便利，而不是制造新的门

槛。信息无障碍建设已经写入了法规，特殊群体

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算法是为人服务的，

消除让盲人“眨眼认证”的荒唐事并不难。建立

“技术+人工”的双轨验证体系，设置特殊服务窗

口，培养服务人员的人本意识……拒绝技术教条

的僵化执行，人性化的绿色通道应开尽开，科学技

术才能更好惠及每个人。 来源：河南日报

让
盲
人
﹃
眨
眼
认
证
﹄
太
荒
唐

□
徐
兵

■画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