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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黎茶叶

初七是春节以后第一天开
门营业的日子。一大早，开门炮
就咣咣地响个不停，霎时，烟雾
腾空，本来状况不佳的天空更
加混沌发黄。笔者所在的算是
市中心商业区，听这开门炮声
音似乎比年三十居民放的还要
厉害。

放鞭炮的坏处毋庸多言：
制造噪音、污染空气、增加垃圾
量。但为啥人们还放呢？一是习
惯，觉得开门弄点响声，吉利、
热闹，二是从众心理，旁边那家

放了，我不放，岂不显不出我家
来了。三是觉得这么大个城市，
我这一挂鞭不要紧吧？正是这一
个又一个一挂不要紧的想法，造
成了城市的又一轮污染。压死骆
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一
根又一根觉得自己这一根不要
紧的“稻草”。

开门为啥要放鞭炮、弄点
动静呢？在过去人口不多的农
耕时代，这确实能够起到招揽
顾客的作用，而现在城市的噪
音够多的了，在呼啸而过的汽
车、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鞭炮的
噪音不仅不能起到招揽顾客的

作用，反而让人避之不及、招人
嫌恶。在越来越多的顾客关注
环保的今天，何苦逆势而动、做
那费钱不讨好的事儿呢？

抓住顾客的心就有了成功
的开始，不放开门炮，体现了一
个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
心，也能开门红。所以，不少开
明的商家也与时俱进，近年来
改变了放开门炮的习惯，改用
敲锣打鼓、踩高跷等手段吸引
顾客；还有商家在门口两侧摆
上高高的花篮儿，放起喜气洋
洋的音乐，让人顿生愉悦之心，
忍不住进去逛逛；更有某知名

商家用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变
脸、相声等吸引人气。你还别说，
真有不少人特意去观看，附近几
个商家，数着他那人气最旺。

放鞭炮这事儿，除了人们
的旧观念要改变，还需要法律
的完善、有关部门的监管。对
于一般市民来说，主要靠自
觉，让人们逐渐不以放鞭为荣
耀，而是觉得打扰了别人的生
活，污染了空气，是不好意思
的事。但对于商家来说，相关
部门完全可以制定法规，严禁
燃放鞭炮。我想，这对于商家
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

不不放放开开门门炮炮一一样样开开门门红红
徐剑锋

春节阖家团圆之时，我们身
边总有一群可亲可敬的劳动者为
了保交通畅通、保万家平安、保城
市运转，要继续奋斗在工作岗位
上。他们或是公交司机、售票员，
或是公安民警、消防官兵，或是医
护人员、环卫工，或是水电抢修
工、酒店服务员……他们无疑是
春节期间城市中最美丽的风景。
也正是靠他们无怨无悔、默默奉
献的节日坚守，才让人们可以轻
松地享受过年的舒适与便利、平
安和快乐。

岗位过年，是维护正常社会
秩序的基石，也是平安祥和春节
的基础。在这群特殊的劳动者身
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舍小家、
为大家”的奉献之美，彰显的是一
分脚踏实地、不辞辛劳的工作本
色，平凡之中透着伟大，应该给他
们点个赞！

感谢您，节日中的坚守者！我
们不仅要给予掌声和喝彩，更不
能吝啬关爱与尊重。对普通市民
而言，无论是在走亲访友时，还是
在逛街购物中，看到这群坚守岗
位者，一个微笑、一句“谢谢”，都
能让他们充分感受到节日的快
乐，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再者，对
坚守岗位劳动者的尊重，还应从
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尽力为他们

“减负”。譬如，少放一串烟花爆
竹，不乱扔垃圾，就可以减轻环卫
工清运垃圾的负担；严格遵守交
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酒驾、不超
速，就能让交警指挥得更轻松惬
意；不喝得酩丁大醉，就会让医护
人员的工作量小一点，也使羊年
春节更加温馨祥和。

对春节值守者，更应从制度
上问候。一方面，相关单位要关心
与关注这些坚守工作岗位者，不
仅要让他们吃上热腾腾的节日大
餐，还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尽力满足他们的过年需求；另
一方面要注重权益保障，尤其是
不能让加班费成为“纸上福利”。
只有做到位了，才能使春节值守
者释放出更大的劳动激情，也让
这个春节过得更加精彩。

向春节值守者致敬

李宝祥

过了初五很多人就开始上
班，年就算过完了。回顾春节，
人们老爱说“年味淡了”，尤其
是上了些年纪的人。我倒觉得，
不是年味淡了，而是过去记忆中
过年那些该忙活的事，不再那么
忙活了；过去讲究的事，不再那
么讲究了，所以人们觉得不像过
年了。加上现在平时的日子和
过年没啥差别，所以人们觉得
年味淡了。

过去，进了腊月门儿就开

始准备过年，天天为了“年”忙
活，能没有感觉么。而且，以前
过年的讲究非常多，有好多禁
忌，比如进了腊月门儿就不许
乱说话了。有约束，仪式感就
强。再加上过去生活比较苦，过
年才能吃点好的，穿点新鲜的，
而现在人们是天天吃好吃的，
剁手族几乎天天淘宝，过不过
年又有啥区别？

所以过去的人们尤其是小
孩子，才特别盼望过年：过年有
新衣服穿、有花戴、有炮放、有
肉吃、有唱戏这样的热闹瞧，无

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享受，
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满足。所以，人们盼
着过年，那种满足感即使过了
几十年，仍然难以忘怀。

年味儿，其实就是人们对
小时候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回
忆，但你要让他仔细对比一下，
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的享
受，他不得不承认，是现在大大
好于过去，他所念念不忘的，不
过是难忘的童年罢了。

过去过年，所有的东西都
得自己在年三十前忙出来，所

以过年也叫忙年，而现在几乎
所有吃穿用都不用自己亲自动
手，都是上街买去。不忙了，所
以觉得年味也淡了，但这种不
忙，不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吗？
人们怀旧，但真让他去过旧日
子，恐怕谁也不乐意呢。

农耕时代的年味儿是杀猪
宰羊，信息化时代的年味儿为
什么就不能是抢个红包？所以，
年味儿的具体内容本就是不断
变化的，但只要浓浓的亲情不
变、热闹的氛围不变，参与的热
情不变，谁又会说年味淡了呢。

抢抢个个红红包包也也是是年年味味

春节七天长假转眼结束，
上班第一天，大家的心情如何
呢？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还
是患上了传说中的节日综合
征——— 恐惧上班，还有各种困
各种不适应。来看看网友们的
上班第一天吧。

含泪吐槽、吐槽喊累型

第一天上班，很多网友不
在状态。

@Dimys：今天星期几啊？
@YUKI-初见：早上正在睡

觉，同事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没
去上班、我说不是明天才开始
上班吗？我一直以为是初八才
开始上班。

@头发快快长Wooo：知道

了这个礼拜六也要上班，心碎
了。

不少网友在返回工作岗
位后不但忍受节日综合征，还
要忍受长假带来的生活上的
不便，含泪吐槽、吐槽喊累。

@夏七_wyh：想到今天要
上班，昨晚难以入睡，翻来覆
去，今天下班倒头就睡着了。

@程雨晴晴晴晴：是啊是
啊是啊！人家也不想上班啊！
没心情工作没心情吃饭没心
情坐车。

@木头不出声：上班第一
天，只有泡面吃。

@颖儿要为自己好好努
力：昨天是堵在回家路上，今
天是堵在上班路上！

期待上班型

也有网友遭受了春节的
各种“虐”，各种“盘问”，第一
天上班心情大好。

@猪肉燉粉条_：赶紧上班

吧，钱包快阵亡了！
@陈云凤40571：假期第一

天上班就拿了个红包。
@拼命装坚强：终于要上

班了，在家里亲戚各种问、爸
妈各种催，烦死了。

@Dessa_灵璃：终于坐在电
脑前好好上了一天的网。

斗志昂扬型

当然，也有网友斗志昂
扬，借羊年第一天上班的彩
头，励志“羊”帆起航。

@王贵-贵：春节是一场大
戏，欢笑是一个主持，快乐是
一个节目，谢幕是一种无奈，
返岗是一种悲哀，假期已过，
请你节哀，重新投入到火热的
工作岗位，咱们还得努努力。
新年要有新目标，新年要有好
心态，咱们的事业要攀新高。
祝愿朋友新年新状态，甩掉过
去，2015加油!

徐剑锋

春节长假一过，大多数人
回归工作岗位，工业企业恢复
生产，服务单位开门办事，工作
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尽管许多单位年年高唱
“收假要收心”的“开门序曲”，
可总有一部分人十天半月依旧
不在“状态”。究其原因，是过年
还意犹未尽，在鞭炮声、年味儿
尚存之时仍然难以缓过神来。

2015年已过去近两个月，
如果新春过后仍旧松松垮垮，
那岂不拖了全年工作的后腿？

笔者建议大家不妨从现在
开始，用工作加紧“收心”，用责
任赶紧“收心”，把规章制度落
实好，将上班纪律执行好，全神
贯注地抓好“一年之计”。

除了强化自我调节外，还
应加强法纪约束和督查问责，
通过对不在状态者点名曝光，

“倒逼”其从思想上、行动上迅
速回归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中。

原生态

第一天上班，你是啥状态

今今天天星星期期几几啊啊？？
长假结束

赶紧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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