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应酬少

司机能回家吃饭

机关事业单位公务人员节前心态观察———

不不收收礼礼不不送送礼礼，，这这个个节节过过得得轻轻松松

对于习惯了中秋节迎来
送往的政府官员来说，今年
的中秋节过得不太一样。也
许没有像往年一样收到那么
多礼，也不像往年一样有那么
多饭局，但是评价这个中秋
节，记者采访的几位公务人员
都说了同样两个字“轻松”。

见面口头问个

好，礼数就算到了

“今年中秋节的感觉就
是两个字：轻松。”9月18日，
谈及今年中秋节的变化，济
南历下区某局一位副局长李
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几年每
到中秋节，工作中最重要的
事情之一就是迎来送往，这
真是一件费力费心的事。

“先不说送礼，光每年节
前走访收礼就挺麻烦的。虽
说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总不
能光明正大地收礼啊。”李先
生对记者说，一般都是先跟
访客电话联系，定好接头的

地方，大多是单位停车场把
东西放在车里。”收礼这种事
最怕是被同事碰上，即使是
亲朋好友送的东西，提在手
里心里都觉得不安，撞见领
导更是头疼。

“过中秋节除了收礼，肯
定还要送礼，这个更费劲。”
李先生介绍说，给领导送礼
绝对是一门学问，不仅要投
其所好、考虑礼品的价值，更
不能落于俗套，还得年年有
创新。

今年，李先生的这些困
扰基本不存在了。“虽然是大
势所趋，但觉得轻松，见面的
话口头问个好，不见面打个
电话，礼数就算到了。很多同
事也觉得今年中秋节过得轻
松。”

几年里第一次回

家陪父母过节

济南市某事业单位办公
室主任刘先生则很庆幸，连

续好几年，因为中秋节前后
的应酬比较多，中秋节当天
甚至都不能回家过节，今年
终于可以带着妻儿回老家和
父母过个节了。

“去年中秋节前一天晚
上，陪领导应酬到半夜，喝得
大醉。“刘先生说，中秋节当
天起床后还串了几个门，晚
上又陪领导跟节日值班的同
事吃饭，又是半夜才结束。

“媳妇一个人带着孩子回老
家过节，我只是在晚上吃饭
之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说起父母，刘先生感慨
陪老人的时间太少。“平时工
作忙，节假日更忙，很少有时
间回去陪老人。但是今年中
秋节，我早早就跟老人说好
了，一家三口都回家，过个团
圆节。”

今年，刘先生和妻子早
早就买好了回家过节的东西，
在家呆上3天，好好陪陪父母。

“买了老父亲爱喝的茶，老母
亲爱吃的干果，儿子还选了适

合老人吃的低糖月饼。”

买兜水果去老领

导家坐坐

“今年过节不送礼，但是
不送礼不代表没有感情，我
昨天晚上去老领导家做客，
就买了一兜水果，老领导也
很高兴。”17日，济南市某局
公务员刘先生告诉记者，他
每年中秋节前都会去老领导
家坐一会，聊聊天，今年形势
变了但情谊不变。

以前去老领导家，刘先
生准备的礼品确实比较贵
重。“别的不说，一般每年都
带两盒海参。虽然说是出于
尊重去看望老领导，但是拿
着这么贵重的礼品去，感觉
确实有点变味。”现在，带着
一兜水果去拜访老领导，刘
先生觉得感情味又变回来
了。“老领导退休在家，在乎
的是感情，所以就算空手去，
他也非常高兴。”

每年节前，不少机关事业
单位的办公室人员和司机常常
是最忙碌的人之一。而今年，记
者采访的这两类人的工作，却变
得轻松了很多，过节前和平时基
本没区别。

“每年中秋节前，我的主要
工作就是制作走访名单和准备
礼品。”17日，在泰安市某局办
公室工作的小崔说，首先得确
定去上级部门走访的名单，是
每个人都准备礼品还是给某一
级别以上的领导准备礼品，不
同级别的人分别准备什么样的
礼品。

“6个下级部门每年都会来
走访，各下级单位送礼有的是
整个局的人全送，有的送副科
级以上，有的只送科级以上。”

小崔说，今年所有的走访
全部取消，工作只剩下安排人
员值班的事情。

小吴是省城某事业单位一
把手的司机，“以前我一年到头
在家吃晚饭的天数都能数过
来，媳妇天天抱怨，今年回家吃
晚饭的次数明显增多。”

小吴说，他记得去年中秋
节之前一周，领导有五六个晚
上都在外应酬，有一晚上还赶
了两个饭局。“领导应酬咱就得
陪着，我一般在饭店随便吃点，
然后在车上等领导散席。”

小吴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
帮领导收礼和送礼。“领导一般
不应付，节前送礼的都是我帮
着弄。”小吴说，有时领导把自
己的电话给访客，“送领导回家
的时候就把礼品拎到家里去。”
领导也有一些需要送礼的亲朋
好友，这个工作也由小吴承担。

“今年应酬不可能一点没
有，但确实是少多了，我们领导
最近经常回家吃晚饭，我送了
领导也能回家吃晚饭了。”

中秋前夕，济南一家超市内白酒销售区到处都是优惠促销的标牌。受政策影响，今年白酒市场低迷。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编者按：变化，恐怕是这个中秋节最大的变化了。作为中央八项规定之后的第一个
中秋节，注定与以往是不同的。从官场到民间，从公务人员到普通市民，风气和社会氛
围的变化悄然发生。

中秋节当天，本报推出这组专题报道，展现政策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当然，我
们也能看到，这种变化仍有不足，但对于风清气正的追求，却是整个社会的期待。

““礼礼卡卡寄寄给给领领导导，，发发票票寄寄给给你你””
还有部分人仍在纠结，通过团购礼券的隐蔽方式送礼

中纪委日前已作出部
署，要求坚决刹住送礼吃喝
风。严令之下，今年中秋节的
送礼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遏制，但仍有不少人“不送不
踏实”，为了不给领导“惹麻
烦”，他们想到了各种隐蔽的
送礼方式。

上门送礼不方便，很多
人想到了网购。购物网站上，
众多店家推出节日礼券。记
者采访发现，不少刚上市的
阳澄湖大闸蟹店铺制作了十

分详细的提货流程，“礼卡寄
给领导，发票寄给你”，不少
店主这样承诺。只要有地址，
就能顺利把礼品送到领导手
中。

在与记者聊天中，大部
分店家对送礼一事十分谨
慎，对“买这个送领导的人多
吗”等问题大多避而不答。一
位店家则表示，“蛮多的，二
三十份都算正常的。”

一家网络商城相关负责
人介绍，网站抓住了今年送

礼的纠结心情，推出了礼品
代送服务，承诺可以全天候
为顾客代送礼品。而网购时，
有顾客明确提出把发票开成

“办公用品”。
陈先生是一家公司的业

务主管，今年他决定给领导
团购一顿星级酒店几百元的
晚餐，团购成功后，他把团购
信息转发给领导，并附上祝
福短信，领导回了一句“收到
了”。“不用见面，省事儿，也
不招摇”。

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
孙黎海表示，顶风而上隐
蔽送礼表明一部分人对中
央的反腐决心还有猜疑，
持观望态度。如何遏制节
日送礼之风，孙黎海建议，
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各种
监督，并加大打击力度，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
软，这样才能取得信任，扭
转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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