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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专门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
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
心！随即，某大城市餐饮业协会马上发出倡议，要求各
餐厅在个人点餐时实施“N-1”的模式。此举一出，引发
社会关注。总书记的上述关注和行业协会迅速反应再
一次引发我们对于一个长久话题的关注，即餐饮浪费
问题。曾几何时，在餐厅点餐时，出于提升营业业绩考
虑，服务人员往往会建议食客多点、点好、点贵，只要是
明码标价、食客自愿且双方达成意愿一致，一桌客人点
菜再多再好再贵，于法律层面实无可厚非。更有甚者，

会在宴席结束前特地点一个素菜，等这
道素菜上来后连同原本就剩余极多的菜
肴全部剩下而不吃就走，以此“掼派头”。
多年后的今天，上述现象得到很大

改观，原来那种为了“有腔调”、“豁胖”而
浪费粮食的做法已基本不再常见，就连
餐厅服务人员在客人点餐时也大都会主
动提醒客人所点餐食已经足够，确实不
够再加。然而，餐饮浪费现象似乎并未随
着食客点餐时回归理智而根本杜绝。时
至今日，餐饮浪费的目的主要变成了满
足个人食欲又不愿意身材走形。不少市
民在吃日本料理的寿司时，往往只吃上
面覆盖的生鱼片，而抛弃下面的醋饭团。
且不说寿司这种食物只有海鲜加醋米饭
的搭配吃法才能最大限度品尝到食材的
鲜味，也不论每一个寿司都是厨师精心
捏制塑形而成的，此挑肥拣瘦的吃法显
然属于典型的餐饮浪费。而在日常餐饮

中为保持身材而刻意浪费主食的做法
相当普遍。如很多年轻人（尤以女性居
多）会先摄入大量美食，然后通过催吐
来避免肠胃吸收导致身体发胖、身材
走形。这样一来，既能饱口福，也能维
持健康身材，可谓一石二鸟。个人乐做饕餮之徒和维持
身材的私欲，却以大量浪费精心烹制的食材为前提。不
得不说，这一价值取向和行为做法是不道德的。至于在
吃播里为吸眼球、带流量而在观众面前扮演“大胃王”，
在线下客串“呕吐王”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违背公德。
“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米饭粒粒念

汗水，不惜粮食当自悔。”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和多国爆发旱涝蝗虫灾害所带来的粮食减产绝
收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不论是多年前的为
了“做给别人看”，还是今天“为了取悦自己”，浪费粮食
都是可耻和不能接受的行为。
早年间去韩日时，经常会感叹它们餐厅里的菜肴

单品菜量都不多，甚至较少，他们访问我国时，我们即
使只邀请他们吃些家常菜，他们也往往会在菜品端上
后，面对菜品拍手、赞叹。这种看似大惊小怪的饮食文

化中，其实隐含着滥觞于
中华后渐次深刻影响东亚
诸国的敬畏自然、爱惜粮
食的优秀传统价值观。杜
绝餐饮浪费，永远在路上。

给孩子以爱
郭宗忠

    周日晚饭后散步的路上，看见一
个大人在连踹带踢地打一个七八岁的
孩子。孩子不喊不叫，身上还背着一个
书包，斜挂着一把乐器。也许是学习，
也许是乐器方面没有达到大人的预
期，大人忍无可忍了，从训斥到人格侮
辱，依然解不了恨，紧接着对孩子施以
暴力（现如今，这样的情形经常遇到）；
孩子也已经无所不忍，不管受到怎样
的“待遇”，只能逆来顺受，即使是正常
的解释也成为大人认
为的“狡辩”，会迎来
更大的意想不到的暴
风骤雨……

我心如针扎，为
孩子承受的压力、痛苦和折磨而焦急。
而对大人的气急败坏、不分场合地对
孩子的暴力而深深痛心。

也许站在大人的角度，这是关心
孩子的学习成长没有一点坏心。毕竟我
也曾经在这样的周六周日，拖家带口一
样带着孩子去上课外班、学习特长，这
样的过程从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直到
读了大学，大人才缓了一口气。

这父子也应该是趁着周六周日去
上课外班、学特长。小孩子马不停蹄地
赶路再加上学习，大人只是跟着赶路，
也已经筋疲力尽。因而遇到那些不理
解不包容的家长，孩子的厄运是伴随
着这整个求学的阶段的。
“子不教，父之过。”《三字经》里

的“教”字，不是让大人去教育孩子学
习，督促孩子去学习，而是让孩子在

家里 学 会 的 养
成，有什么样的大

人就有什么样的
孩子，因而，父母
亲做不好榜样，而一味地要求孩子达到
什么状态，那是父母亲的一厢情愿。孩
子就是父母的缩小版，父母亲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这说的是孩子一出生就在
模仿父母亲，有爱的父母亲，就会有心
存爱意的子女；心里满是负能量的家
长，孩子也首先学会的是抱怨。因而，父
母亲无论在人前人后，在孩子面前还是孩

子不在面前，都要保持
一贯的品端行正。孩子
看在眼里也会感受在心
里，这样的家教才是父
母亲的修为。

家一直是作为爱的港湾，无论孩子
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在家里都会变得
风平浪静；现在，家却成了孩子一心想逃
避的痛苦之渊。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也
都有自己的短板，一些家长总是拿自家
孩子的短板与别人家的长处比高低，自
然，问题出在大人身上。家长给孩子接
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条件学习，
这就足够了；至于孩子今后的路，应该
留给孩子自己去选择去努力。社会丰富
多彩，需要各种人才，只要孩子按照自己
的能力和方向奋斗，哪里还需要你这么
揪心？

你可以不给孩子学习技能，学习各
种艺术门类，但是你一定给孩子以爱，只
有爱才能让孩子走向正常的轨迹。你一
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爱才有
希望；只有爱，才能让自己充满爱，才能
让孩子有充满爱的未来，让爱延续。

生活，越燃越旺
费 平

    我居住在上海杨浦区的“棚
户区”半个世纪，是“锅腔”（用破
脸盆垒上黄泥和稻草的泥巴做成
的土灶）和煤油炉陪伴了我整个
小学时代。9岁丧母的我与父亲
相依为命，每天早晨父亲赶着上
班，我上学前就用煤油炉烧泡
饭。中午回来再用它煮面条。当
时煤油是限量每月每户一斤，所
以要省着点用。晚上做饭，就要
生煤炉了。
生煤球炉时先用废纸引燃细

柴禾，再加粗柴，待柴禾全部燃起
就把煤球放上。柴禾也是计划供
应的，每月每户四斤，如果天天生
煤炉，四斤柴禾根本不够。于是我
星期天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们去郊
外捡柴。后来柴禾店供应一种木
屑与煤粉黏合的叫“煤砖”的长方
形引燃物，掰开后只需细柴禾引
燃它再放上煤球就生好炉子了。

烧煤炉很脏，家里原本就拥挤逼
仄，再放上煤球、柴禾、引火纸屑、
稻草、刨花等，更杂乱不堪。

之后煤球炉又改为煤饼炉。
虽然煤饼略微好些，但生炉子时
照样烟雾弥漫，只得把门窗关
得严严实实
……看到此情
此景，我就会
羡慕烧煤气的
居民，心想何
时我们也能改变“草棚棚、烂泥
路，给水站加煤球炉”的“下只角”
状况？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后，我们的生活开始悄悄发生
变化。与我们朝夕相处 30余年的
煤炉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家
家户户都烧上了液化石油气，干
净、方便的煤气灶代替了过去烟

熏火燎、笨重龌龊、污染环境的煤
炉。液化石油气不但担负着厨房
的功能，接上分管、装上淋浴器还
可以洗上热水澡……
本世纪初，我居住了 50年的

“穷街”被列入旧区改造计划，我
家在拿了动迁
款加部分贷款
后买了三室一
厅的二手房。
望着新房和煤

气灶台，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因为
他半个世纪的“能住上楼房、能烧
上煤气”的梦想今天终于成为了
现实！妻子也高兴地称赞管道煤
气比液化气钢瓶方便、舒适多了，
今后不再有换钢瓶的麻烦了。
几年前，我们这片居民区使

用的煤气改为了天然气！这个热
值高、不含杂质、输送压力高、以
甲烷为主的天然气较之以一氧化

碳为主的煤气更加安全。看着新
颖灶具火孔里喷出的主火、长明
火等蓝色火苗，女儿形容它犹如
“舞动着的曼妙身姿”……

是啊，从我们家燃气灶具的
变迁，反映了百姓生活的不断提
高，更是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如
果没有改革开放的熊熊之火注
定把陈旧的生活方式全都烧掉，
我们就不会有经济强盛的烈焰
在闪耀。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门槛上，
我们的希望被激情点燃，释放出
昂扬的壮志与情操，双手为伟大
祖国添薪，在胸中升腾起一簇簇
“中国梦”的火苗……

用手机请注意弊端
陈钰鹏

    智能手机已经控制了大部分人
的感觉器官，有的人甚至觉得手机
不在身边，就像戴眼镜者的鼻梁上
少了一副眼镜。然而矫形外科医生
认为，手机不离身对人体有很多负
面影响，有人会说：“我没有觉得哪
里不舒服，也没有任何痛感。”尽管
影响不会马上兑现，但专家们警
告说，人体的某些部位或某些器
官会因此而“提前磨损”。
具体而言，首先容易导致“手

机脖”，脖颈经常倾向显示器方向
意味着对颈椎的较大负荷，一个转
向一定角度的脖颈产生的力使神经
受到压迫，最后导致椎间盘脱出，椎
关节磨损。如果经常长时间用双手
横向拿着手机凑近鼻子的话，会造
成所谓的“手机肩”。还有一种影响
叫“手机肘”，医学上称“隧道形尺骨
综合征”，由于经常用弧形弯曲和僵
硬的肘部姿势通话，故有较明显痛

感，有时还会牵连到手和小指———
发痒和发麻。SMS-拇指（“短信拇
指”，即拇指关节腱鞘炎）则是一种
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中提到的
案例，用手机撰写文字时，对拇指的
超压负荷而引起的“闪烁性”疼痛，
平时由于太用心玩手机，注意力被

分散而不太在乎，等到有了刺激感，
为时已晚。其实《柳叶刀》载文中的
案例是一桩真实的事件———一个美
国的年轻男子，一个劲儿玩手机，直
至拇指关节腱断裂。
需要提醒的是，皮肤也会遭受

不利：火鸡颈、双下巴、悬垂颊（面颊
皮肤松弛下垂）等影响颜值的皮肤
问题。所幸美容外科也在同步发展，

促使巴颏移植物迎来了从未有过的
热门。
值得一提的是，不断被触摸的

手机沾染了无数的微生物（各种不
同的细菌），它们又被不断地压到使
用者的脸上，根据各人的不同过敏
性，尤其容易在脸上长出脓包。尽管
有人在提倡用手机后要洗手，但
问题是，绝大多数玩手机的人是
机不离手的，总不能一直洗手吧。
更为糟糕的是，有的人不但不洗
手，还习惯于一面玩手机，一面用
手拿零食吃。

关键在一个“玩”字上，由于种
种原因，手机的重要功能被转移到
（或被炒作到）“仅仅用来消磨时
间”。笔者拜读过著
名配音艺术家童自
荣老师的《我不用
手机你可信？》，非
常可爱，我信。

《三十而已》“火”在有“镜子”
红梅老师

    “许幻山是渣了点，林
有有就好吗？”近日有人网
上发推，把许幻山、梁正贤
和陈屿都定性为“渣男”，
以告诫单身女择偶时瞪大
眼睛，让很多男生感觉不
公道：“歪歪梁花钱做撒网
打鱼的‘海王’，王漫妮离
开就是了，谁让她老想找
有钱的??饭碗陈屿嘛，情
商低了点，可钟
晓芹也有责任！”
随着《三十

而已》大结局，不
少男生“怼”着女
生发表意见，把我的微信
挤爆了。
这部“黑马都市剧”，

除了毛晓彤、江疏影和童
瑶演技出色，贴近生活、戳
中痛点，应是它攻陷大量
女性内心，也引发诸多男
生反思的关键。而剧中有
很多人的“影子”，有不少
人的“命运”，有各自对照
的“镜子”———也许，这才
是此剧大“火”的原因吧。

因此，以所谓“渣男”
为切入，把板子全打在几
个男主角身上，不会是编
导的初衷。我建议大家追
剧时，对照三面“镜子”：1.
?桃采花。林有有几招就

把许幻山勾住了，以拆散
别人家庭来实现“攀高枝、
改命运”，许大官人则顶不
住野花之惑。这些都是必
须谴责的。2.不婚主义。港
商梁正贤财务很自由，
“爱”得也很下本。但谈到
结婚，马上严正声明“我是
不婚主义者”。这需要当事人
警惕并明确态度。3.经营家

庭。钟晓芹和陈屿离而复
合，则是在告诫，家庭需要
用情感和智慧去经营。

我从事婚恋业 23年，
亲身经历的，比戏里的精彩
多少倍！限于篇幅，我只就
“不婚主义”做点展开，希望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今年父亲节，我在浦

东南泉路梅园婚恋总部接
待了一对父子。儿子 1982

年生，很优秀，硕士学历、
公司高管、高薪，有
车有多套房，身高
1米 80以上，阳光
帅气。为帮助儿子
重新找到合适的另
一半，其父多次前来和我
沟通。那天寒暄后，儿子突
然冒出一句：“我不想有另
外一个人进入我的生活。”
还解释：“今天来，纯粹是
为了父母！”我的心被重重
一击，本能地顶上去：“百
年后留下你一个人，父母
会安心吗？你很优秀，但很
自私也很糊涂……”

与父母辈相比，70后
相亲成功的难度有所增
加；80后不婚倾向有明显
增长。所以，调整观念已成
为婚介服务的重要内容。
今年 7月 28日，我的一篇

文章《别被不婚不育的炒
作忽悠，单身青年，抓紧择
偶脱单》在媒体线上推出
后，点击量立马几乎破万。
可也有青年留言：“婚育是
个人自由，你们不该干
涉！”我回复：“你可以保留
想法，我们坚持宣传正确
的婚姻观念！”细聊下来，
才知道她爸妈看了我的

推文，顺势做了
她的工作，她便
迁怒于我们。“父
母都希望子女早
日成家立业。你

们结婚、生孩子，他们还要
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费
用……你掂量过父母之爱
的分量吗？”

话说回来。三十岁，
“而立”乃循规蹈矩，“而
已”显豁达通透。年龄
段，确是生命的标尺，
也常常是观念变化的
拐点。我们在疫情常
态化后复工，主动前
来注册的单身青年明

显 增 多 ，90
后、95 后是主
力，也有不少
三十岁及以上
的大男大女。

“家庭的延续，将使自
己拥有一个坚实基
地、一条优质跑道、一
座温馨港湾”的前景，
为他们所普遍认同。

是啊，婚姻如浩
荡江河，永无止息，万
古常青。作为婚恋服
务工作者，我们盼望
影视剧创作能更多地
深入这个承前启后的
民生领域，更多地提
供“对镜”思考的典型
案例，更好地引领青年
一代拥抱美满婚姻，
走向精彩的未来！

葵
花
的
夜
晚
（外
一
章
）

梅

森

    每一次晚风拂过，露珠就会簌簌滚
落，伴随着晶莹剔透的孤独，无声泛滥。
真的不知道吗？太阳落山后，每一朵

葵花的每一个夜晚。
唯独一丛丛马兰匍匐你的脚下，谛

听你金色的梦幻。
而葵花们，无论高矮，一律低着头，

似乎都忘记了白天的高光从容，只是用
心酝酿着，又一次九月里的破茧。
斗转星移，在浪漫的滋润里不懈守

候，并早把憧憬盛满身边这一只、始终选
择与你并肩而立的青瓷海碗。
再无别的什么事，可以让沉甸甸的收获在晨曦微

茫里绵绵不断。
塘外潮声低吟，园中素心缱绻。

永逝的钟声
我的祖先呵，你在海边营建过一座钟楼———彩色

的毛玻璃，黄铜铸的钟，钟下站着两棵桂花树。
悠扬又热切的钟声，曾一遍遍越过重重叠叠的观

音兜，来到一窗窗暖光后面，轻抚流英飞舞。
每一个清晨，跟着钟声醒来的归潮，迎接晨曦的祷

告，如今都湮灭
在了荒草丛，只
剩下每晚的焰
火，和绵绵秋雨。
巍巍耸立的

城堡，所谓世界
的十字路口，但
当同样的风掠过
不同的尖顶时，
究竟有多少心事
可以倾诉。

燃烧的云
霞，依然绚烂，
而那无处安放的
乡思呢？何似钟
声的尾音，颤栗
着、颤栗着……
正不绝如缕。

钟声永逝
了，踟蹰在没有
了钟声的荒塍野
径，直到暮色四
起，周遭迷露。

千念涌途
中，音容飞梦遇。
断桥老闸前，何
处寻舟渡？青 花 马伟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