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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前先“三问”
是有力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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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母亲生日
折射人文教育缺失
□苑广阔

母亲节当天，武汉工商学院新闻中心就

“你对自己母亲了解多少”在湖北大学、中南

民族大学等10余所高校进行调查。在发放的

500 份问卷中，有 71.8%的大学生不知道母亲

的年龄，67.4%的大学生不知道母亲的生日。

还有 23 名学生交了“白卷”，均是男生。（5月
11日《楚天都市报》）

母亲节已过，但关于母亲节的话题热度

不减，这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不过武汉工

商学院新闻中心就“你对母亲了解多少”在湖

北几所大学中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却引起了

很多人的担忧。大学生们关于母亲年龄、生

日，最爱吃的菜，所穿衣服鞋子的尺码等问题

的回答都难以令人乐观。

尽管不知父母的生日未必是不孝，但近七

成的大学生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其中还是有很

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因为不记得父母的生日所

反映出来的问题，并不仅仅只和有无孝道有

关，还和一个人的感恩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对

家庭亲人的使命感有关，当然也和当前学校和

家庭所采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有关。

湖北一县纪委：
干部上班时间吃早餐，
是庸懒散的表现

“大家发现没有，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樱花路附近的

公务员们吃早点时间好像都提

前啦。”连日来，湖北嘉鱼网上

这篇帖子引发网友热议。

不仅如此，个别公务员为

了赶时间，干脆将早餐带进办

公室。“干部在上班时间吃早

餐，与上班时间上网玩游戏、

炒股、购物一样，都是‘庸懒

散’的表现，必须坚决治理。”

县纪委说。

去年以来，该县进一步强

化干部作风建设，对干部职工

上班时间吃早餐、炒股、玩电脑

游戏、网上购物、看电影、打牌、

下棋、出入休闲娱乐场所等行

为严查严管。

女司机道歉是反思的开始

成都被打女司机发布道

歉信，称“错就是错”。男司机

滥用暴力，自有法律制裁；女

司机恶意变道，同样需要文明

的惩罚。

在舆论 180 度的惊天逆转

中，道歉信虽然姗姗来迟，但也

是反思的契机：在公共场所，遵

守规则是基本文明，也是对自

己的最好保护！@人民日报

心情不好，喝点酸奶

心情不好怎么办？一杯

酸奶也许就能帮到你。荷兰

莱顿大学的研究者让 20 名受

试者连续 4 周每天服用多种

益生菌。结果发现，这些受

试者主观感受明显更乐观，

悲伤情绪更少。益生菌普遍

存在于酸奶、泡菜等食物中，

这些“好”细菌向来被认为有

益免疫系统健康，还能减轻

消极情绪。@生命时报

□王琦

研究生卖烤脑花
是在给就业陋观纠偏
□前溪

又到一年毕业季，此时，大多数同学除了

忙于准备毕业论文答辩外，找到一份好工作

也成了迫在眉睫的事。然而，即将从重庆工

商大学文新学院毕业的研三女生焦昱纬却一

点也不慌张，这个出生于1990年的女生，早已

谋划好了未来——回到老家河南省洛阳市，

摆摊卖重庆烤脑花。（5月11日《重庆晚报》）
研究生卖烤脑花，看似大材小用，但对于

焦昱纬来说，却无疑是找到了一个立足社会

的“成功点”，随着事业的发展、壮大，会找到

更多的成就感，当然，因为研究生卖烤脑花，

于既有的就业观念来看，她也有些失落，毕竟

在旧有的就业观念中，研究生毕业还是应该

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才算是实现了研究

生的价值，而卖烤脑花是掉份了，是书白读

了。显然，这么想是错误的。卖烤脑花，何尝

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自己当老板，自己创

业，这样的就业路径本来就是政府所提倡的。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许多大学生甚至

研究生、博士生选择摊煎饼、煮米粉、卖肉夹馍

等小吃创业，他们的创业，本应该得到理解和

支持。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高材生的加入，会使

小吃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会注入新的元素，

从而实现质的飞跃，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研究生卖烤脑花是在给就业陋观纠偏，

对于就业，需要有崭新的眼光，需要有新的定

义和看法。这样才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进步。

“全体公职人员不准参加20类饭局”的规

定（浙江丽水版），最近网上很火，获得点赞无

数，《人民日报》也进行了刊发。如何防止误陷

“饭局门”，怎么样才算合情合规的参加饭局

呢？10日，杭州纪委发出提醒，党员干部赴饭

局必须做好“三问”——谁买单、和谁吃、在哪

吃。搞清楚了这“三问”，饭局就可以愉快地约

起来了，就能吃得放心、玩得开心了。（5月11
日《钱江晚报》）

“20类不准参加饭局”出现之后，一度有人

质疑，还有哪些饭局能参加？如何分辨？是否

有些矫枉过正了？相对于较为复杂难记的 20

类条例，杭州纪委又贴心地给出了更为简单的

“三问”——“谁买单、和谁吃、在哪吃”，简单三

问却能道出饭局的本质。其实不论20类条例

还是三问，只要公职人员真正做到严于律己，

管住嘴、管住腿、管住手中的权，什么饭局能

吃、如何分辨，自然也就了然于心了。

俗话说：“吃人的嘴软”，吃了别人买单的

饭，必然嘴软、手软，因此，一问“谁买单”除了要

防范公款吃喝之外，更要防范企业、上下级关系

等主动买单请吃。须知，炮弹往往包裹在蜜糖

之内。其二，易中天曾说生人和熟人之分在于

厨房，一起进过“厨房”，吃过饭就“熟”了。这句

话虽有戏谑成分，却不失为我国“请吃”文化和

词语解释的一大总结。饭局往往是套近乎、生

人变熟人的好场所，一场酒喝下来，陌生人俨然

成了亲兄弟。企业、下属等有权力金钱纠葛的

关系往往热衷于饭局，甚至想方设法地请权力

入局，利用朋友关系网，建立权力金钱的朋友

圈。因此，二问“和谁吃”，方能认清真朋友，避

免碰上和权力交朋友的伪友，避免陷入陷阱泥

潭。其三，公职人员有几个地方不可去，不能

吃。无关人身自由，只关纪律规则。三问“在哪

吃”，避开明文规定不可去的私人会所、高消费

娱乐场所等，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也是对纪

律规则最基本的遵守。

简单的饭局“三问”，却能解决分辨饭局的

大难题，是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更是公职人员

的自保秘方，应成为时刻敲响在官员心中的警

钟，成为公职人员每一次面对邀请时的必问项

目，成为参加饭局的基本标准。

近日，一段名为《任性的领导讲话》视频

引发网友热转，视频中一位自称“任长春”的

领导语出惊人，“国家规定是狗屁”、“我说他

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记者从山西省太原

市古交市宣传部门获悉，该视频拍摄情况属

实，目前相关部门已在调查。（5月11日《法
制晚报》）

由于报道不详，目前无以知晓其说话的

语境。但“国家规定是狗屁”的爆粗口，却让

人再度见证了权力的张狂与偏见。无视国法

纲纪，“老子天下第一”，也算得上权力无畏的

极致。对此，当事人解释是“还有情绪”。那

么究竟是什么情绪让其如此爆粗，以至于连

最基本的场合都不顾忌？所谓言由心生，一

个手握公共权力资源者，把国家规定视为“狗

屁”，那么其自然就难以做到“依法行政”。

听话听音，透过其话语可以进行更深入

的解读，并总结出诸多耐人寻味的况味。一

者，在当事人看来，所谓的国家规定包括法律

法规，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在其势力范围之

内，只有自己和更大的权力，才是可以信奉的

教条。二者，说明对权力的监督失灵而助涨

了膨胀的心态。

事实上，比之更为严重的权力滥用行为，

都可能得到“保护式纵容”的待遇，那么仅仅

是“情绪化下的爆粗口”，恐怕连“自罚三杯”

都谈不上。虽然《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对

“官德”进行了笼统性的界定，然而却没有配

套具有操作性的细则，使得“道德耻感”未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无以像国外的政治伦理

中，“自动辞职”成为一种常态。一个官员爆

爆粗口，偶尔“本色展现一下”其实也无妨，问

题在于其往往“言行一致”，让“放松了对法律

的学习”成为诸多落马官员共同的借口。

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滥用，权力失去约

束则必然张狂。对“国家规定是狗屁”的狂

傲之语，相信谁也无以保持淡定，也足以说

明实现对权力约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全

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认为，“依法治

国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权首先要依法治

官”。一个共识是，依法治国首要任务是依

法执政，建立“法治政府”，把权力真正关进

笼子。若一个权力者连基本的法律敬畏都

没有，又如何让其恪守规则底线，又如何去

保障权利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