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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文明婚俗倡导新风尚

　　近日，广东茂名高
州市的一场婚宴上，迎
宾的长辈接过客人手中
的红包后，轻轻撕下红
包一角便将礼金返还给
客人，表示祝福心意可
抵千金。随后记者又了
解到，这种特别的随
礼形式在当地已司空见
惯，并演变为新的婚嫁
风俗。对此，不少网友
纷纷点赞，认为这种方
式既不失礼数，又联络
了主客双方的情谊，值
得推广。（10 月 4 日 极
目新闻）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
中，用钱送祝福由来已
久，红白喜事上宾客随
份子更是天经地义。好
像不论参加什么场合，
只有放下一个红包才能
心安理得。但其实，随

礼并不是表达情感的唯
一方法。以结婚为例，
为新人精心挑选一个装
饰摆件、在婚宴上为大
家倾情表演节目、或
者哪怕只是一句真心的
祝福与关心，也是“礼
轻情意重”，对新婚夫
妇来说都是最美好的祝
愿。撕红包一角的做法
更值得借鉴，既表示了
对宾客尊重，又不着痕
迹地退回礼金。
　　对客人来说，不收
礼金大大减轻了人情压
力。被邀请去参加婚宴
原本是一件喜庆事，可
红包数额总是让许多人
伤透了脑筋——少了不
够面子，多了又囊中羞
涩。遇上国庆这样的大
日子，亲朋好友们还扎
堆结婚，一个假期收到

数十份请柬并不罕见。
一场场婚礼参加下来，
本就所剩无几的工资
变得愈发贫瘠，这样的
甜蜜负担让人着实消受
不起。原本参加婚礼的
本意是去见证亲朋好友
步入婚姻殿堂的幸福瞬
间，倘若为随份子包红
包而打肿脸充胖子，实
在得不偿失。
　　其实，不仅宾客为
了礼金忧心忡忡，新婚
夫妇们更是如此。婚礼
就像一个大型 party，操
持开办本就不易，再去
记忆哪个红包对应哪位
宾客，让心力憔悴的新
人愈发手忙脚乱。更何
况，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国人崇尚“礼尚往来”
的价值观中，宾客送上
礼金祝福，新人是要在

婚礼当天回赠伴手礼或
日后去回礼答谢，反之
就会被扣上一顶“不懂
礼数”的帽子。但像新
闻中一样用撕红包一角
代替，就完全不需要有
这样的心理压力。不仅
减轻了新婚夫妇操办婚
礼的压力，更不会对宾
客造成困扰，每个人都
轻轻松松地来，开开心
心地走，何乐而不为？
　　取消礼金实属明智
之举。红包的出发点是
好，可中国特色的面子
思想却让其早已走形变
味。更何况近年来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礼金的数目也随之物价
水涨船高。多年前的几
十元礼金一路飙升，到
近几年早已动辄成百上
千，更有甚者直接万元

起步，仿佛这样方能彰
显深厚情谊。可大额红
包的背后，却不只是“礼
重情深”这么简单。每
个人都迷失在畸形膨胀
的人情社会里，绕来绕
去，永远也看不到终点
和尽头，只有无谓的重
复和不尽的徘徊。
　　结婚是人生最重要
的时刻，不要让礼金扰
乱了幸福瞬间。不收礼
金的嫁娶新风尚方兴未
艾、优点多多，不仅让
婚礼的举办方式有了更
多的可能性，还有助于
推动社会风气的良性发
展，值得更多人的推广
和实行。

█崔育宁

抵制天价彩礼，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近日，河南一女子
晒出婆家所给 26.8 万元
彩礼，引来热议；河南
一小伙在与未婚妻分手
后，开车挂横幅用大喇
叭讨要近 18 万元彩礼
钱，也受到网友关注。
普通家庭难承其重，有
家庭结婚多年仍在背负
彩礼外债，因彩礼纠纷
而闹上法庭并不鲜见。
今年 7 月，河南将省内
20 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
俗改革实验区，集中整
治高价彩礼、攀比随礼
等不正之风。（9 月 29
日 《新晚报》）
　　当下，在一些地
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名
目繁多的婚俗“礼节”，
相互攀比、大操大办、

索要高额彩礼等陈规陋
习，让很多人深恶痛绝。
彩礼动辄数十万元起
步，已经成为许多家庭
不可承受之重，一些家
庭甚至因此分崩离析。
可以说，天价彩礼不仅
是年轻人婚姻的一大
“拦路虎”，更已成为
乡村基层治理的一个重
大的安全隐患。河南出
台规定，集中整治高价
彩礼、攀比随礼等不正
之风，不啻于一场及时
雨，为年轻人减轻负担，
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抵制天价彩礼，回
应基层急难愁盼，让婚
姻变得更幸福。目前，
很多农村地区男子娶妻
少则要花三四十万元，

多则甚至要五六十万
元，负担越来越重。为
了减轻结婚的压力，甚
至有银行发明了“彩礼
贷”。河南抵制天价彩
礼无疑能够提升年轻人
的婚姻质量，让婚姻更
加的幸福。
　　抵制天价彩礼，树
文明新风，推动乡村自
治。河南出台的规定，
不仅限制了天价彩礼，
还对每桌宴席成本控制
在 200 元以内，菜品为
八荤八素，酒水每瓶不
超过 40 元，香烟每条不
超过 100 元，宴席总规
模不超过 20 桌。迎亲车
辆总数不得超过 6 辆，
禁反对闹洞房，耍新郎、
新娘、伴娘，戏公婆等

陋习。这无疑能够扭转
部分地区婚礼上铺张浪
费的问题，树立文明新
风。进一步积聚向善向
上的力量，推动乡村自
治。
　　抵制天价彩礼，全
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筑牢乡村振兴之基。移
风易俗工作是乡村振兴
战略的关键一环，也是
乡村基层治理在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重要发力
点。
　　当然，河南版的规
定，也存在简单粗暴的
问题。比如，要求“集
中办事”随礼不超 50 元，
酒水每瓶不超过 40 元，
香烟每条不超过100元，
等等。这样做的初衷是

好的，也确实能减轻百
姓的负担。但是，在一
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
此，出台规定抵制天价
彩礼，铸乡村振兴之基，
相关地方还要更进一
步，对规定进一步细化，
更适应基层实际情况。
总之，推进移风易俗工
作尽管已经取得了可喜
的成效，但仍需积极探
索、久久为功，唯有如
此才能让天价彩礼消灭
无形，树文明新风，推
动乡村自治，铸乡村振
兴之基。

█薛家明

“散装食品”不能游离于监管之外

　　近日，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广
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散
装食品经营管理规范》
通知，广东对散装食品
加大监管力度。《规范》
包括了许可项目、禁止
经营、场所要求、设备
要求、直接入口食品和
散装熟食制品的特殊要
求、标识要求、生产日
期、称重标签要求，贮
存标识、进货查验和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批发
经营销售台账记录、不
合格散装食品退市、依
法处置和解释权限、施
行日期等内容。并对经
营者提出了具体的经营
规范要求。（9 月 30 日《湛
江日报》）

　　由于节省了繁琐的
包装，降低了食品的价
格，且买多买少、随意
方便，因此散装食品很
受消费者的欢迎。但现
实中，一些商家无视散
装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不标注或随意标注“生
产日期”，甚至借机
销售三无及伪劣假冒食
品。散装食品安全隐患
重重，影响消费者的健
康安全，不能游离于监
管之外，必须装进监管
的“篮子”。
　　散装食品的品种繁
多，市场份额占全部食
品的半数以上，如粮食、
干果、水产品、酒类、
调味品等。在一些商场、
超市里，散装食品大都

裸露在外，消费者可用
手直接触摸、随意挑
拣，甚至当场“品评”，
卫生状况堪忧。而消费
者通常无法知道这些没
有外包装的散装食品到
底是由谁生产的，由哪
些成分组成，它们的配
料及其来源是什么，有
无添加剂、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情况。由于散
装食品的质量难以甄
别，又因为监管方面存
在“盲区”，给了少数
不法商家可乘之机，导
致散装食品市场鱼龙混
杂，也常常游离于监管
之外，食品安全无法保
障。
　　其实，我国法律对
散装食品有着严格的要

求。《食品安全法》第
86 条明确规定，食品经
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
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
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
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
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
经营者名称、地址、联
系方式等内容。由原国
家卫生部出台的《散装
食品卫生管理规范》，
早已于 2004 年 1 月 1 日
开始施行。但许多超市
在散装食品方面的防范
设施，却依然处于形同
虚设状态，各方卫生意
识也很淡薄。广东省印
发的《规范》，可以说
是对散装食品经营管理
规范的进一步落实，对
经营者提出了具体的经

营规范要求。然而，如
果《规范》“一出了之”，
监督检查跟不上，监管

“盲区”依然如故，那么，
对排除散装食品安全隐
患，将起不到多大作用，
《规范》最终也将沦为
一纸空文。
　　总而言之，监管无
死角，违法必究，把“散
装食品”装进监管“篮
子”，才能确保散装食
品的卫生安全，保障广
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
安全”。同时，提醒商
家一定要守法经营，别
让食品安全问题砸了自
己的“饭碗”，最终得
不偿失。

█丁家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