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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主席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直言此类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
心”，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
荣的氛围”。习主席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
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厉行节约既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也是革命军人应有的
行为准则和品德修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我军官兵当走在前列、身体力行。本期“修
养视点”就这一问题与读者作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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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谈 心 录

修养视点

●无论何时，我们都应涵养
“俭于己”的美德，远离奢靡习气

勤俭是一种做人美德。《世说新语》

记载，殷仲堪做荆州刺史时，正赶上水

涝歉收，每餐“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

饭粒掉在桌上，总要捡起来吃掉。清朝

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安于清贫，生活节

俭，一日三餐常以豆腐汤佐食，人称“三

汤巡抚”。后来，尽管官越做越大，他依

然保持俭朴的作风。权重不弃操守，位

高不忘本心。他们身居高位，却注重俭

朴生活，廉洁奉公，从而青史留名，为后

人所称颂。“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

与祸双”。无论何时，我们都应涵养“俭

于己”的美德，远离奢靡习气。

古往今来，“成由勤俭破由奢”。贪

图安逸、溺于奢华会触发人们内心的贪

欲，而贪欲最终会葬送自己的前程乃至

生命。因而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我们都

应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

风。正如朱熹诗言，“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补丹田饭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

村还有未炊时”。曾国藩在家训中警示

子弟：“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

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从古至今，凡是人才辈出之家，都是因

为有良好的精神传承。以勤俭节约传

家，有利于培塑后人艰苦朴素、矢志奋

斗的品质，家业自然兴旺。

“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

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历史上，秦穆公

奉行“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为政理

念，勤俭治国，为秦的强大及至最终一

统天下打下基础；汉文帝以身作则推崇

勤俭，“履不藉以视朝”“露台惜费”，得

创“文景之治”。相反，骄奢淫逸的隋炀

帝，大兴土木、广建宫苑、巡游无度，结

果导致“朝政渐乱浊，货贿公行，天下士

大夫莫不变节”；宋徽宗重用蔡京、童

贯、高俅等奸佞之臣主持朝政，大肆搜

刮民财，奢靡之风弥漫朝野，最后落得

国破家亡。所谓“上安下顺，弊绝风

清”，倘若上级做到了安分律己，勤俭立

身，不沉迷于安逸享乐，下级自然就不

敢做越轨之事，歪风邪气自然就不会滋

生蔓延。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大

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家庭、

一个人，保持勤俭就会兴旺昌盛，贪图

奢逸终会走向败亡。古人所推崇的节

俭，不仅指贫穷境况下精打细算、省吃

俭用，更指相对富裕条件下当有“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的节俭意识和勤俭作风。

“俭，德之共也”
■刘中涛

周日下午，我和连长组织全连

进行了一次环境卫生整治，检查时，

我在垃圾箱里有了意外“发现”：两

个挂绳断了的挂书袋、几双沾了泥

的劳保手套和一盒旧螺丝钉。我把

这些“垃圾”捡了回来。因为我想，

破损的挂书袋经过简单缝补就可以

正常用，脏手套洗一洗还可以再用，

旧螺丝钉也可以当作备用品来留

存。同时，我还想知道这些物品缘

何被丢弃，于是经过了解，我把丢弃

物品的几名战士找了过来，询问相

关情况。

上等兵小李说：“指导员，我们

配发了新的挂书袋，所以旧挂书袋

也没有缝补的必要了，该扔掉了。”

紧接着驾驶员小姜说：“每次保养车

辆时都会发新的劳保手套，我们也

不差这几副手套，所以旧的没有必

要再洗了吧。”营房修理员小张告诉

我：“盒子里有部分螺丝钉生锈了，

而且这些都是可以申请购买的，所

以就扔掉了。”他们的回答引起了我

的思考，物质生活丰富的今天，还要

不要讲勤俭节约？

诚然，对于“90后”和“00后”官

兵来说，他们充分享受到了改革开放

40多年的成果，物质生活得到了极

大改善，没有经历过革命前辈艰苦奋

斗创业时期的物质匮乏，没有经历过

资源短缺时期的那种艰难困苦，缺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切身体会。尽

管如此，但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能

丢。对国家对军队，勤俭节约攸关前

途命运；对个人成长，勤俭节约事关

品德修养和作风锤炼，不但没有过

时，而且非常重要。于是，我耐心地

对这几名战士说：“也许你们觉得我

为这件事情把你们叫过来，有些‘大

惊小怪’了，但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

每名官兵都像你们这样‘理所当然’

地处理这些缝缝补补还可以再用的

物件，那么多少有用的资源会被白白

浪费掉呢？”

对于革命军人来说，节俭体现的

是对资源的珍惜，对劳动的尊重，也是

养成艰苦奋斗作风所需要的思想品

质。作为一种思想作风和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勤俭节约非但不会因为社会

发展而过时，相反还是现代文明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历览前贤国

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一定会是这样。

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我们尤须铭记

和传承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持之以

恒地践行，如此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

奋斗成果。

革命烈士方志敏在《清贫》中写

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一个人具备了勤俭的品质，不但

在生活上能够简单朴素，在工作中也

会勤勉敬业。我们既要在工作生活

中磨砺勤俭作风，坚持不懈地遏制享

乐主义、奢靡之风，也应从节约一滴

水、一度电、一粒粮食等事情做起，将

勤俭节约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固化为习惯养成，自觉崇俭戒奢、艰

苦奋斗，为建设强大祖国和军队作出

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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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修养，我们不妨思考和
实践“减法”的哲学：化繁为简，去伪
存真，以此“减”出人生的价值

“我永远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
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竭力
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干扰和
盛名的拖累”。在传记《我的信念》里，居
里夫人清简的工作环境和宁静的科研心
境令人印象深刻。

由此想到现实中，有些人做事常贪
多求全，喜欢做“加法”，结果不堪重负；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生，则是节制有度，善
于给自己做“减法”。加强修养，我们不
妨思考和实践“减法”的哲学：化繁为简，
去伪存真，以此“减”出人生的价值。

给灵魂做做“减法”。耐得住寂寞，
做到心无旁骛，就是灵魂的“减法”。“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能
看淡眼前的名利得失，就不会有明确的
志向；不能平静专注地修心学习，就难以
实现远大的目标。灵魂的“减法”，是排
除杂念、寻求心念专一的过程。成就事

业，既需要决心和信心，更要有恒心和耐
心，咬定目标，排除干扰，心念专一，久久
为功。青年官兵立志为强军事业而奋
斗，就应排除纷扰，减除杂念，在坚守理
想中砥砺奋进。

为人处世上做做“减法”。待人要真
诚，做事应踏实。这句通俗的话，蕴含了
为人处世之道。为人以“诚”字当头，处
世以“实”字为先，才能立得长久。然而
有些人为了谋得一时利益，不择手段，突
破做人做事底线，实则埋下了灾祸的种
子。青年官兵正处于人生爬坡期、事业
发展期，尤其应老实做人、诚实做事，在
所谓“处世技巧”上多做“减法”，以诚实
品质赢得他人信任和事业成功。

对欲望做做“减法”。对于权力欲
望，应减去搞特权、谋私利的“歪念头”，
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依据制度
规定办事、为了军队发展谋事，如此方
能身板直、腰杆硬，说话办事有底气。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善做“减法”，不是保守退让，更不是无
所作为，而是世事洞明后的大智慧、大
格局。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如“删繁就简
三秋树”一般，以“减法”让自己轻装前
行，心念专注，取得更大作为。

（作者单位：武警海东支队）

用好“减法”的哲学
■权效军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
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句诗从小便能
熟练背记，此中道理尽人皆知。然而，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
过，皆无用也”。党的十八大以来，各
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
精神，“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改观，
然而毋庸讳言，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
象仍然存在。
“知而不行”的症结在何处？我们

不妨从思想根子挖起。先说说宴请招
待。在一些人看来，饭菜不高档、不丰
盛代表不热情、不好客，其背后则是人
情的羁绊、面子的虚耗，更有甚者存在
“自己掏钱、丰俭由我”的错误观念。再
看看自助用餐。这种“化整为零”的节

约模式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但即便如
此，饭菜打了不少、实际吃得不多的浪
费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这其中，有的
是“眼大肚小”，吃到最后发现“心有余
而胃不足”，有的则是公家饭菜“不吃白
不吃”的心理在作怪，抑或是自己花钱、
吃不够本就是吃亏的心理在作祟。这
些错误思想、不良心态的背后，实则是
价值观错位，缺乏敬畏心。
《习近平在福州》一书中讲到这样

一件事：一个周日的早上，因为上午要
加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叫
上秘书一起在家吃早饭。吃完饭收拾
碗筷的时候，秘书准备把锅里剩下的
大半碗稀饭倒掉。习近平看到之后，
立即予以制止，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我们每天端起饭碗，就要敬畏农民的
劳动，这种敬畏感要发自内心、要是自
觉的。你可能觉得这半碗饭值不了多
少钱，但敬畏感和钱没关系。”秘书听
了之后很是惭愧。

的确，内心的敬畏感无关金钱，正
确的价值观关联价值。从“心间”到“舌
尖”，从知道到做到，之所以常常在“最
后一公里”落空，表面看缺少的是行动
力，实则缺乏的是敬畏感。架通“心间”
到“舌尖”的桥梁，重要的是树立崇尚节
约的价值理念，在强化敬畏感中“立心、
立规、立行”。

欲事立，先立心。一个人的心如
果不出发，腿脚是迈不开的。遏制“舌
尖上的浪费”，首先应让勤俭节约的理

念和浪费可耻的敬畏深入人心。思想
自觉，才能行动自律；心存敬畏，方能
行有所止。广大官兵应充分认识到勤
俭节约是兴业之基、传家之宝，任何时
候都不能丢掉。毛泽东曾在《我们的
经济政策》中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
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
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
罪。”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们
需要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现在即
使生活条件好了，也不能纵容浪费，否
则，再大的家底也抵不住浪费的侵蚀。

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虽然现在
各方面条件好了，但“好钢要用到刀刃
上”，决不能大手大脚浪费。正如老一
辈革命家董必武说的那样：“我们只有
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
力。”做好制止餐饮浪费工作，每名官兵
都应标准更高、走在前列，从自身做起，
从“舌尖”抓起，按照节约每一个铜板的
精神立标准、定规矩，实行小份菜、建立
分餐制、设立曝光台，通过一系列举措
扎紧制度的笼子，推动节约餐饮、“光盘
行动”走向深入、见到成效。

树立崇尚节约的价值理念
■陈大昊

勤俭，历来为世人所推崇，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诸葛亮把“静以
修身、俭以养德”作为修身之道，章仔
钧将“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
字，曰俭与勤”当作齐家之训，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勤
俭建国”作为治国之策……可以说，
从古至今，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
“勤俭”二字。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
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革
命战争年代，红军从将领到士兵，每人
每天只有 5分钱菜金，老一辈革命领导
人穿粗布衣、住土窑洞，这种作风被誉
为共产党人身上的“东方魔力”，是“兴
国之光”，“是无法打败的”。正是靠着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党
我军战胜了物质匮乏、克服了艰难困
苦，最终不仅赢得了革命胜利，也赢得
了人民的支持拥护。

今日中国，虽已摆脱缺衣少粮的
困境，但人口多、资源紧张、发展不平
衡的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容不得大手
大脚、铺张浪费。特别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全球粮食市场不确定性
增加，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着
眼于国计民生大局，必须时刻绷紧节
约粮食这根弦，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回顾历史、审视现实，我们应该
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时代如何变
迁、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勤俭节约的

优良传统永远都不会过时。党的十
八大以来，虽然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
出台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
施，但“舌尖上的浪费”现象仍然存
在。据媒体报道，中国人每年在餐桌
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 2000 亿元，被
倒掉的食物相当于 2亿多人一年的口
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家粮食局数
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的粮食中有
35%是被浪费掉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曾痛斥：“我们国家人口这么
多，耕地又这么少，国家投入很大，辛
辛苦苦地钻研来提高粮食产量，我们
的水稻产量，每亩提高 10斤、5斤都是
很难的，好不容易提高了呢，又浪费
了，真是要不得！”

最近一段时间，“对餐饮浪费行为
说不”“N-1点餐模式”等话题在网上
持续刷屏，引起广泛热议。作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我们更应努力从自身做
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消费观，自觉
追求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做勤俭节约风尚的引领者，带头遏
制铺张浪费，倡导勤俭之风，让勤俭节
约理念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水推
沙。只有甘过“苦日子”、善过“紧日
子”，才能最终过上好日子。今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并为“十四五”发展和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各
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
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作为
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柱石，人民军队
更需要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每
名官兵都应把过“紧日子”当作一种
责任，共同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氛围。

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张少波 李春生

古人云：“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告诫
我们，吃饭时，每一粒米、每一碗饭都是
来之不易的；穿衣时，须体谅每一截线、
每一片布都是经过艰辛劳作而来的。
虽然近几年，“光盘行动”在军营许多地
方落到了实处，“舌尖上的浪费”现象亦
得到极大遏制，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
些单位和个人身上，长流水、长明灯、剩
菜剩饭等“跑冒滴漏”现象仍屡见不
鲜。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没有自觉把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养成
一种生活习惯。

据媒体报道，我国每年浪费的粮

食、食品的总量至少能养活 2亿人，每
一天都有以万吨计的食物被从餐桌上
丢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世界近
6.9 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如此数据，触
目惊心、令人痛心。

您知道吗？一株生长了 20年的大
树，仅能制成6000至8000双筷子；节约1
度电，就相当于少排放 1千克左右可以
导致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和导致酸雨的
二氧化硫……要知道，如果任由浪费现
象蔓延，挥霍的不仅是劳动者的血汗，也
与勤俭节约的美德背道而驰，与我军历
来提倡的艰苦奋斗作风格格不入。

如今，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部

队基本伙食费标准也有调整增加，但勤
俭节约的品质须臾不能丢。“非淡泊无以
明志”“俭以养德”，这些格言提倡的都是
勤俭做事、节俭生活，自觉以此砥砺思
想、加强修养，革命军人的品德才会更加
高尚。让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成为生活
习惯，会使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无处遁
形，能够营造出健康清爽的风气。同时，
厉行节约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向战斗力
集聚，有利于官兵把更多的心思精力用
在谋战研战、干好工作上。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当前世界

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受新冠肺炎疫情等
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

加。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今年
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数量
可能由 1.35 亿人增至 2.65 亿人。我国
人口多、基数大，如果每人浪费一点，就
会是惊人的量，每人节约一点，也会是
惊人的量。作为军人，我们更要从战略
高度看待节约问题，时刻紧绷节约粮食
这根弦，要以“浪费可耻、节约为荣”为
遵循，使节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
一种行为习惯。

周恩来同志曾说过一段话：“一切
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
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
作风。”勤俭节约是一种优良作风，也是
一种美德。养成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
生活习惯，广大官兵就应切实把节俭生
活作为一种价值认同、一种生活理念、
一种自觉遵循的生活方式，把勤俭节约
这个“传家宝”传承好，从现在做起，从
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促进厉行节约
形成风尚，让浪费行为在军营失去生存
土壤。

养成杜绝浪费的生活习惯
■孙家斌

书边随笔

谢 岩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