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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即将到来，省城各大景
区、广场都进行了花卉布置，与去年
秋季美化工作相比，政府办公场所
取消了节前布置花卉，节日用花总
量减少约30%。(今日本报A04版)

公共场所摆放鲜花能烘托喜庆
的气氛，让群众感受到节日的欢乐。
不过，如果过度追求场面气派，虽饱
了一时的眼福，却挤占了本可以用
在民生方面的公共资源，老百姓看
到鲜花心里也不舒服。如何在节俭
前提下让群众过一个舒心的国庆

节，对职能部门的智慧是个考验。
节日要过得有气氛，更要考虑

到厉行节俭。以往到了重要节日，很
多城市就成了“花海”，甚至一些市
民很少“光顾”的政府机关大院，也
要添置鲜花装饰。用鲜花烘托喜庆
的节日气氛，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但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中央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明确要求“厉行勤俭节约”，越
是在国庆这样的重要节日，越能体
现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精神的实际情
况。这一次，我省多地减少用花总
量，济南、青岛等地的政府机关甚至
取消了布置花卉，做法值得肯定。

事实上，节省过节成本也是重
民生的必然要求，一定时期内的公

共资源总量是不变的，节日里的浪
费就意味着要压缩平时的正常开
销。俗话说，年节好过，日子难熬。节
日的气氛确实能给人愉悦感，但更
重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
的实惠。要是平常日子过不好，老百
姓也不会有心情欣赏节日的“花
海”；看着大把的钱用在了节日的

“面子”上，说不定还会更加气恼。事
实上，鲜花烘托的节日气氛属于锦
上添花，帮群众解决民生问题是雪
中送炭，为了节日“面子”占用过多
的公共资源，是本末倒置。

当然，既要厉行节俭，又要过出
节日的气氛，对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是种考验。目前来看，节日摆花的浪
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布景数

量过多，二是鲜花的“一次性”。相对
而言，解决后者的难度更大，我省一
些城市这次的做法具有借鉴意义：
烟台的鲜花选择耐储存苗木种类，
青岛用上了养护成本低的人造绢
花，德州则对“创城”时期的花卉进
行了再利用。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更
好地被群众接受了。看来，只要肯动
脑筋，办法总会有的，关键要摒弃一
味“烧钱”的懒政思维。

在这个国庆节里，鲜花减少了，
但喜庆气氛仍然很浓，还让人们感
受到了厉行节俭的新风。希望这不
是节日里的另类“表面文章”，也希
望节俭的风气能够持续下去，通过
各级职能部门的行动，让老百姓感
受到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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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减少摆花”无妨节日的喜庆
在这个国庆节里，鲜花减少了，但喜庆气氛仍然很浓，还让人们感受到了厉行节俭的新风。希望这不是节日里

的另类“表面文章”，也希望节俭的风气能够持续下去，通过各级职能部门的行动，让老百姓感受到更多的实惠。

本报评论员 赵丽

两节期间，中央多次要求节俭
过节，刹住不正之风。严令之下，节
日风气有明显改观，但值得注意的
是，有个别人仍心存侥幸，玩起“躲
猫猫”的游戏。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比以往要清
净许多，尤其是公车走访、公款送礼
等现象明显减少。但在一些地方，奢
侈腐败的现象改头换面出现。一些
党员干部对吃请收礼念念不忘，一
些企业和个人担心“断了关系”，也
专门准备资金用来“走动”、“打点”。
为了逃避明察暗访，他们采取了更
为隐蔽的方式。例如，将宴请转到私
密性较强的地点，车辆即停即走；宴
请时将名酒倒入分酒器，或者灌入
普通酒瓶；送礼也改变策略，把高档

烟酒、高档月饼改成购物卡等不起
眼的礼物，甚至用上电子支付……
还有的人担心撞到“枪口”上，转而
采取拖延战术，看似规规矩矩，暗地
里却达成默契，要节前避开风头等
到节后“大干一场”。

一边提心吊胆，一边又煞费苦
心搞小动作，这说明个别人仍没有
改变思维惯性，总想着突破底线搞
变通。这类瞒天过海的行为，让群众
倍感气愤，直接损害了中央政令的
严肃性和公信力。在节日期间，各级
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明察暗访力
度，尤其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让
各种隐蔽的花招无处藏身。当然，要
从根本上扭转歪风，还有赖于制度
的保障，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明规则战胜暗规则，腐败才能没
有市场，这需要更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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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惕惕节节日日腐腐败败穿穿上上““马马甲甲””
——— 干干净净过“两节”系列谈之五

每一个国庆日，都应该是国
民重审国与人、国与家关系的日
子。于纪念中记取、于庆祝中思
考，夯实国家、民族凝聚力，这或
许才是国庆节本身应有的人文意
义和精神实质，也是这一节日在
国家构建、社会重整中能发挥更
重要作用的关键。

出国旅游也好，在家休闲也
好，购物、远足、狂欢……如何度
假，都是个人权利，不能更不应干
涉。不过，作为国家共同体“屋顶”
的建构者和社会管理者，有必要以
更多方式凸显国庆假期的内涵。

不少地方契合节日特质的
“国庆活动”仍显单调。许多政府
部门或是忙于应付庞大人流的管
理难题，或是热衷计算七天假期

的“黄金成色”，即便有组织观看升
旗一类的常规活动，也流于形式，
只是生产出几组镜头，徒为点缀。

64年前，张奚若建议命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度，让
科学家钱学森系念当为“幸福而有
尊严的国度”，让国民党高官感慨

“回头有岸，岸在北京”，让经济学
家科斯盛赞其是“全人类的奋
斗”……

今天，这个年轻的国家更展
现出无比蓬勃的朝气和无限光明
的前景，或许正该创新形式、创新
内容、创新手段，于精神层面潜移
默化，积淀出国家主人翁的自豪
感和归属感，激发出现代公民的
责任感和义务感。而这，不仅是在
国庆日这一天。(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熊建)

葛媒体视点

国庆是假日

更是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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