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健康新风要长吹

在奢侈送礼、公款送礼风得到改观后，如何坚持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成为民众的最大期待。

一纸禁令固然能止住当下的不良习惯，但非长久
之计，要满足人们对于正常规范的人际关系的需求，
还要推动整体的社会风气向更加文明理性的方向转型，
要完善制度使送与不送礼的人都不会被区别对待。例
如，尽管禁令已下，仍有报道曝出一些人还在挖空心
思钻空子，有媒体在走访某购物中心时发现，天价
“金银月饼”可以开成“办公用品”发票，这无疑还是
想占一把“公家”的便宜。

任建明表示，禁令虽然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
要持续下去，光靠领导重视、光靠纠风和查处还是不
够的，要从更深层次、更广泛层面去改革和治理。

戴焰军说，接下来，一方面要从文化层面上引导，
让人际关系恢复正常、健康的发展，而不是像过去奢
侈送礼时体现的物欲、庸俗的状况；另一方面，要从

制度入手，系统解决问题，而不是将在杜绝公款吃喝
或送礼中省下来的钱，用到了其他类似的目的上。

事实上，转变已经在更深层次上发生，由于高档
礼品及其周边产业已经受到冲击，相关行业正在加速
转型。除了因业务不景气而关门的特产店、礼品店以
外，更多精明的商家在谋求新的生存之道。据报道，
不少做高档礼盒的厂家，原来靠的是中秋和春节两个
大节赚出一年大部分的利润，现在，有的已开始转做
药品包装盒等常规盒类；而一些豪华饭店、高档餐饮，
也在摆脱对公款消费的依赖，走平民路线为百姓服务。

接下来还有几个重大节日，除了即将来临的中秋、
国庆外，元旦和春节往年也都是送礼的“高峰期”。任
建明表示，正因如此，才需要将当前的做法坚持下去，
到春节乃至今后都一直如此严格要求，“这样的话，
大家就能看到中央的决心，一起把送礼的社会原因克
服了，使这个问题得到明显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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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出差，一个县委书记在饭桌上，大谈原来的

焦虑，大谈“八项新规”的好。

以前，他最焦虑的是吃饭喝酒。一顿饭要赶好几个场

子。每顿都要喝酒，一桌喝 !两，一天也得 !斤多，关键

是天天如此。这边来个投资的，那边来个大领导，哪哪有

一拨调研的，谁不陪一下都不妥，不和谁碰一杯都不好意

思。天长日久，胃出了问题，一见酒就发愁。

这种焦虑，在地方官员中，绝非个例。焦虑也非官员

专利。当官怕接待，百姓怕过节，小孩愁攀比。过节了，

不给上级单位送点土特产弄张消费卡，不请领导吃顿饭，

不给老师送点礼，如何踏实得了？放假的好心情，焦虑在

了送礼上。

商人则怕“公关”。一个在非洲某国生活的朋友，以前

在国内做生意，他说一到过节就是最累的时候，一是到处

送礼，二是陪不了家人，得开车到处接送“重要人物”和

他们的家人；而出国后，只需专心做生意，遵守好法律法

规，其他的不用操心。

官员为接待喝酒焦虑，商人为“公关”焦虑，孩子为

给老师送礼焦虑 （老师也为收不收焦虑） ……在焦虑中，

身体健康受损，人和人的情感变味，社会风气变质。谁没

有“求人”时候，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生活在这种环境

中， 无 不 感 到 “ 很

累”。

焦 虑 的 背 后 是

“ 潜 规 则 ” 横

行———接待方面，

“接待就是生产

力”；送礼方

面，“谁送了

不知道，但谁

没送知道”；“公关”方面，“多一分感情维护，少十分下

绊子的风险”。焦虑的背后也充满悖论———以请客喝酒为

例：请客的不想喝，被请的也不想喝，喝多了大家都痛苦，

但又都要个“面子”。这个“面子”的本质就是“四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而现在，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为喝酒焦虑的这个县

委书记感慨：现在好了，“八项新规”来了，整顿“四风”

动真格了。风气大变，豆浆替代了酒浆，思想交流取代了

碰杯交情。一顿饭半小时，宾主皆安。当然，这个县委书

记现在仍有焦虑———焦虑发展，焦虑民生———这才是他最

该焦虑的地方。

人无压力轻飘飘，每个人脑海里都应该琢磨点事。什

么事最应该焦虑？那就是正事。官员操心民生，关心发展；

学者为学术愁肠百结；商人致力于产品创新；学生想着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

职责范围的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焦虑自己最该焦虑

的，才是发展正道，才是好风气。

如果只要做好本职工作，一样可以生活

得好，谁还愿意为“旁门左道”焦虑？

要解决焦虑，需要扭转风气，创造新

的社会环境。当下正是中秋节，

中央纪委连番发文，“刹住公款

送礼之风”。这样一来，各级官员

轻松，普通民众也轻松。

今年以来，中央的决心，中

央的带头，让“八项规定”逐级

逐步落实。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也在发力。风

气正在扭转，新的社会环境正

在形成。当然，这需要过程，

需要时间。而好风气一

旦形成，是国家之

福，是民众之幸。

最该焦虑的是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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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礼成风的困境亟待打破

月饼简约风
飞入千万家

“满天提
货券，遍

地是礼盒
”，过去

有人这样
形容中秋

节月饼送
礼现象。

而

今年中秋
，以往雕

玉镂金的
“天价月

饼”

坠入冷宫
，人情送

礼悄然隐
退，风清

气

正的节日市
场平添温情

。

"

月 "

日，笔者走
访了位于

北京金台路的
一家大型超市

，中

秋气氛已经很
浓厚，五仁、

莲蓉、

双黄，各色月
饼俱全，但转

了一

圈却没有发现
超过千元的“

天价

月饼”。
“今年月饼价

格基本都在
#

$

$

元以内，一两
百元的月饼礼

盒居

多，也是销量
最好的，%

&

&

元的

月饼礼盒就少
有人问津了。

”超市

内一位张姓推
销员向笔者介

绍说，

北京稻香村、
金凤成祥等知

名糕

点厂商，都
没有推出“

天价月

饼”。
高档酒店曾

是“天价月
饼”

温床，动辄上
千元的月饼往

年在

酒店很常见。
而今年，笔者

在位

于北京东三环
中路的几家星

级酒

店发现，与以
往精美的月饼

展示

台不同，今年
展台上都是满

满的

素纸包装，月
饼价格也较往

年下

降许多。
“今年的规定

特别严。与去
年

比，月饼礼盒
销量少了六七

成。”

一位负责销
售的人员告

诉笔者，

“往年高档月
饼礼盒往往会

搭配茶

叶、白酒或金
银饰物。但今

年不

同了，月饼就
是月饼，不允

许搭

售别的东西。
”

“快到中秋，
给不给孩子的

老

师送月饼？”
“领导是新来

的，要

不要趁此机会
表示一下？”

……往

年一到中秋节
，大家就直呼

遇上

“中秋劫”，
捱不过送礼

焦虑症。

但今年中秋将
近，却听不到

这些

抱怨了。
“今年单位从

上到下，每人
只

发了一个华
美月饼，也

就 "

$

块

钱。”袁庆是
长春鸭绿区一

家纺织

园的财务总监
，他透露，往

年中

秋给领导、员
工送月饼的预

算经

费就在 &

万元左右。而
今年，这

项支出也随着
中央反腐力度

加大

而得以削减。

刚工作一年的
长沙市民赵宣

城更有感触，
“以前一个月

工资

只有 '

$

$

$

多元，光送月
饼就要送

掉一半，躲也
躲不过去。”

小赵在

电话里笑起来
，不过，“今

年还

没到节日，领
导就先发话，

让大

家不要送礼，
开开心心过节

。”小

赵高兴地告诉
笔者，省下来

的钱

可以陪家人好
好过节。

“月饼本来是
思念故乡、家

人

团圆的象征。
”民俗专家李

天仁告

诉笔者，正常
的礼尚往来和

公款

送礼、腐败要
严格分开。奢

靡之

风得到约束，
中秋的传统文

化才

会真正复苏。

今年，廉洁之
风吹遍节日市

场。从“焦虑
送礼”到“舒

心消

费”，中央政
令的风向引导

成为洁

净市场的源动
力。

“今年的节
日市场有两

个特

点，一是公款
订单缩水，二

是百姓

消费火爆。”市
场调研专家、

网评人

杨玉英认为
，“让市场对

腐败说

‘不’，政策的
引导必不可少

。”

据了解，自去
年 !

(

月以来，

中央领导人发
表“改进工作

作风、

厉行节约”等
讲话十余次。

今年

中秋节将近，
中央纪委两周

连续

%

次发出通知，
要求坚决刹住

中

秋节、国庆节
公款送月饼送

节礼

的不正之风。

“中央的政策
引导不仅体现

了

根除腐败的决
心，也是解决

送礼

焦虑症的题中
之义。”中国

品牌研

究院研究员韩
亮说道：“‘

人情’

左右市场曾经
是节日市场腐

败横

行的根源。今
年中央政令起

到了

规范市场的效
果。让百姓需

求决

定市场，不再
‘因送礼而焦

虑’，

‘因人情而腐
败’。”

天价月饼
踪迹减少

# 中央叫停送礼风

制图：潘旭涛

送礼现象由来已久。比如每到教师
节，被送礼这件事折磨的家长们，常常
在网上发文控诉教师节变成了“送礼
节”。送的礼物五花八门，从吃的、穿
的、用的，到豪华宴请老师甚至老师全
家。家长的送礼技巧更是包罗万象，直
接拿到学校的有之，以“聊聊孩子近况”
约出来送的亦有之，一位教师告诉本报
记者，现在更有家长把礼物放在商场寄
存柜台，让老师自行领取。

沦为“送礼节”的不止教师节，几
乎所有大一点的节日都有你来我往的送
礼相伴，为晋升、为孝敬师长、为“求
人办事”、为联络感情……可以送礼的理
由实在太多，加之不少人利用公款消费，
送礼成为一种饱受诟病的“节日病”。而
送礼者和收礼者，都因为越送越贵重的
礼物和“不得不送”、“不能不收”的心
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送礼焦虑”。

这种“送礼焦虑”，将香水、酒、包
等的销量推向了新高，而大闸蟹、茅台
酒、月饼、天价烟，也都加入了礼品大
军，价格屡创新高。此外，愈演愈烈的
送礼现象，更使得礼品行业水涨船高，
礼品包装越发精致，月饼要用金银配，
酒瓶几乎做成了收藏品，榨菜也要用老坛
才够“正宗”……难怪有人感慨，“过去和
现在的月饼都是奢侈品”：过去是因为吃
不起，所以格外珍贵，而现在则是变成了
畸形的礼品，普通人难以承受。

直到去年 )(月中央“八项规定”出
台，以及随后出台的各个相关通知，才
使得送礼之风逐渐刹车。去年春节期间，
就有花店因业务不景气被迫关门，之后

各类土特产店、礼品店等关张的消息陆
续见诸报端，其原因均与“八项规定”
出台后对礼品市场的冲击分不开。& 月
份，离中秋节还有约 ! 个月的时候，中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即明确指出，当前，
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
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
风，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秋
和国庆佳节。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 月
初到天津市调研时，再次强调要抓住中
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节
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

这样的禁令，无疑给公款送月饼、
送节礼戴上了“紧箍咒”，不仅月饼遇
冷，各种聚会、送礼等也都“消停”了
不少，节日真正回归了亲人团圆的本真。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
教授对本报记者说，中央对奢侈浪费和
公款送礼问题的禁令，已经产生了明显
的效果。中国人重视礼尚往来，但奢侈
浪费的送礼风，尤其是公款送礼，如果
任其发展，则演变成了一种坏的风气，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礼跟礼之间
的关系了”。

亮剑
蒋跃
新作

（新华
社发）

接二连三的禁令，让人们看到了中央整治不良
送礼风气的坚定决心，其效果也颇为明显。即将开
始的中秋节，高端月饼市场已备受冷落。据报道，往
年很多公司都办团购券，因此催生了“黄牛党”收购
月饼票，但今年的禁令导致高端月饼市场低迷，让
不少“黄牛党”纷纷转行。而往年国庆节的送礼佳品
大闸蟹，在王岐山点名批评“越送越奢华”后，有业
内人士认为其销售将遇冷。

中央的禁令让很多人打心眼里叫好。戴焰军
表示，很多送礼者其实是被近年来的不正送礼之
风裹挟进去的，本没想送礼，但因为担心会对自
身不利而被迫加入，从而给所有人都造成了负担。
“及时刹住这股风气，使得很多人得到了解脱。”

本报记者近期出差时遇到一位地方领导，谈
起中秋节前的冷清，他一脸轻松，“中央的禁令
下来以后，我们觉得很舒坦。往年逢年过节都在
忙着迎来送往，折磨得筋疲力尽，可是我能吃几
个月饼？人家送了礼我还得考虑怎么还这人情，

没事谁给你送礼？”
事实上，这位官员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不仅

收礼的人这么想，送礼的常常更是苦不堪言。送多
了，经济上会有负担；送少了，又怕对方不满意、不
领情；不送，怕别人都送了自己被“记住”。不管是因
求人办事还是“防御性”的送礼，送礼者都与收礼者
一道，陷入了停不下来的循环中。

因此，中央对不良送礼风气的大力整治，与
各方早已不堪忍受这一风气折磨的心理极为合拍，
从而广受拥护。有人就表示，“不送就都不送，
这样所有人都能好好回家过节。”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任建明教授表示，之所以能迅速打
破收礼与送礼的恶性循环，是因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出台“八项规定”、
反对“四风”等一系列举措，从政治局做起，认
真抓出了效果。任建明称，豪华餐饮业受到重创，
送礼现象出现了好转等，都是现实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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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教师节，略显“冷清”。一位在北京某幼儿园任教的老师告诉本报记者，

由于学校提前给家长和教师都发了“禁令”，今年她只收到了一些孩子亲手做的贺

卡等礼物，虽然简朴但都凝聚了孩子们的心意，比起往年经常收到的化妆

品、衣服、购物卡甚至现金等礼物，更显诚挚。同样的，即将到来的

中秋节，与往年同期相比，也不太“景气”，高档月饼纷纷遭遇

“滑铁卢”。

事实上，回顾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的 !个

多月，不难发现，在自上而下大力倡导的节俭

新风吹拂下，从官员到百姓，正在从每逢

佳节“被”送礼、送礼的收礼的焦

虑状态中，逐渐解脱出来，许

多人直呼“松了一口

气”。

风清气正
舒心过节

中央政令
市场驱腐

谈 杨 魏 喆 袁牧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