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酒禁令纷纷出台之后，最直观的感受者，当数党
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如今，他们正在逐渐习惯和接受没
有酒的公务餐。

据报道，今年初，当媒体记者跟随一个督导组来到
山东烟台市警备区时，亲身体验了机关单位转变作风的
过程。在整个督导过程中，会场没有水果和鲜花，参加
会议的每个人只有清茶一杯。督导完成时已近中午，但
对方单位并没有挽留就餐。

喝酒少了、陪同人员少了、
吃饭时间短了……这样的情形，
正在越来越多的公务活动中出
现。许多官员表示，不宴请、不
喝酒，不在迎来送往中浪费钱财、不在饭
桌上闲侃胡扯、不在觥筹交错中消磨时
光，简单轻松，无论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
公众形象都有好处。

治酒禁令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少了酒，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更
好了，咱老百姓更满意了！”正在河北
一民政局办理政府津贴的王大爷对笔者
说道。

深受影响的还有相关行业，在多地严
查公款吃喝、纷纷下发“禁酒令”的形势

下，酒行业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一度“高烧不退、连年
上涨”的高档白酒价格一跌再跌，一些原先动辄 !"""

多元的高档酒，甚至已守不住千元关口，一些名酒在宣
传策略上也开始主推二三百元的平民酒。

业内人士称，未来白酒行业必将要经历几年的阵
痛，行业洗牌在所难免，并呼吁酒行业应该更加重视非
公务消费，酒业经济应由政府转向市场，由名酒转向
“民酒”，让酒类消费呈现更加理性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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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一位母亲因心疼当公务员的儿子

饮酒伤身，微博致信省委组织部长蔡奇：“儿子

不能喝酒，却常常陪领导喝酒，我该怎么办？”

此信得到了领导的重视，蔡奇回应称：“要看到

这不是个例，须从反对‘四风’来对待。”其实，

在公务接待中，酒风之盛，由来已久，已是公开

的秘密。更有甚者，以酒量论英雄，多数人不堪

其累，但积年之弊，除之也难。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李白

斗 酒 诗 百

篇，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草圣”张旭“嗜酒，每大

醉，呼叫狂走，乃下笔”。古代文人墨客，文臣武

将多少传奇故事都与酒相连。但过量饮酒，用于

公务活动，则其害大焉！

一位区委书记曾说，每晚都要赶几个场子，

并自嘲“神龙见首不见尾”，在这里开桌，在那里

敬酒，最后不知到哪里收尾。一顿饭转三个场

子，这还算少的。最近，又听一位地方一把手领

导说，最多一天吃了#!顿，还不包括早餐，一顿

一两酒，也得一斤二两。有的还规定每一口酒的

进度和流量，真是苦不堪言。一位县委书记对我

说，每晚都是$点多回家，一顿饭无论赶多少个

场子，也吃不上几口饭菜，因为都在说话

应酬，只能回家后再下点面

条 、米

线之类，聊以充饥。

其实，过量饮酒的危害，显而易见，如老

百姓所说：“秃头顶虱子———明摆着！”它不

仅增加了接待成本，助长了奢靡之风，败坏了

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且大伤身体。据现

代医学研究，痛风、癌症、心血管等多种疾病

与过量饮酒有关，真是害人害己。过量饮酒屡

禁不止，究其原因，风气使然。上级领导检查

指导工作，兄弟单位交流开会，下级机关组织

活动，中午晚上都要喝酒，不如此，不热情，

影响感情。更有甚者，喝一杯酒，办一件事。

为喝酒伤了身体，按工伤处理。于是喝酒之

风，愈演愈烈，有的甚至酗酒误事。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恶习？

一靠理想情怀。我们的各级干部们如果每

天想的是如何关心困难群众，如何在自己管

辖的土地上写下最新最美的文章，画出

最新最美的图画，哪还有工夫喝大酒？

近日听一位曾经在核心部门工作#%

年的老同志讲，&%年间没有外出吃

过一次饭，没有一次外面打来电

话无人接听，他调侃说：“如果有

紧急工作来找，找不到人，干什

么去了？喝酒去了！岂不误了大

事！”

二靠风气氛围。坏风气形

成，好人受其浸染，长期在酒

场的大染缸里浸染，久而不

闻其臭，会变得麻木不仁。

许多官员不会喝酒，更不愿

喝酒，但勉为其难，痛苦不

堪，那是因为，不如此，就成

了另类，就会被淘汰出局。好

的风气占了上风，坏习惯才能

逐渐改掉。

三靠制度措施。在公务

接待中禁酒，最早在个别系

统和地区施行过，如今推行

范围更广，可谓情况明，决

心大，方法对。近日下发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就严格明

确规定：“会议用餐，安排自助餐，不安排宴请，

不上烟酒。”

四靠监督检查。通过手机拍照，微博上

网，舆论跟进，上级查处，可起到震慑作用。

对不良风气，群众监督发挥了巨大威力，

当前应尤其重视群众监督和纪检监察部

门监督相结合形成的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无缝隙监督。

醉生梦死总是与灯红酒绿相

联，好的党风政风可以从治酒开

始。不要再以喝酒论英雄了，

谁英雄谁好汉，不在酒桌上

比拼，而应该看，谁更能

够科学发展，谁更关心

困难群众。放下酒

杯，一身轻松，

通体自在，皆

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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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官员饮酒被罚

“吉林省公主岭市委书记违反规定工作日午餐饮酒，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常委、州国资委党委书记
公款大吃大喝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
和组织处理”；“江苏省镇江新区环保局局长用公款购买高档酒，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处分”……

在今年中央纪委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例中，多
起涉及公款宴请、公款聚餐、大吃大喝的事件被查处，其中，美
酒的不良助推在多起案例中难辞其咎。

专家认为，工作日禁止饮酒虽然没有在中央的八项规定中明
确列出，多是一些地方的规定，但中央纪委将这些违规行为作
为典型问题来进行通报，显示了整风肃纪的坚定决心。

除中央纪委之外，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曝光台”栏目
中，集中发布和报道了各地区各部门查处违反作风建设有关规
定的典型案例，其中多起明确提到查处原因是在宴请中饮酒。

比如在江苏，泰兴市济川街道干部李新宏、李波林等人接受
被检查企业宴请，午餐席间饮用两瓶“海之蓝”白酒；在山东，禹
城市张庄镇校办负责人违规午间公款聚餐饮酒；在贵州，安顺市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成员、市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违反
规定中午饮酒……在这些案例中，参与人员受到了承担餐饮费
用、诫勉谈话、点名批评、党内警告以至免职等各种处分。

吃吃喝喝、在工作日午餐饮酒……一些心存侥幸的党政干
部摊上了“大事”，纷纷栽倒在小小酒杯之上。在这样的强力
震慑下，公款吃喝饮酒之风正在逐步得到遏制。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就有一些餐饮企业反映，
往年不少单位的国庆宴请一订就是好几桌，今年情况却大不一
样。今年国庆期间的餐饮市场总体以家庭聚餐为主，主打高端
的节庆商务、政务宴请鲜有问津。

"治酒之后影响几何
从禁酒开始改革公务接待，大家普遍叫好的同时，也

产生了对禁酒如何禁久的疑虑。
事实上，近年来，各种形式的“禁酒令”并不鲜见，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改进作
风的各项活动，公款吃喝特别是饮酒之风得到了大力整
治。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在三令五
申、明令禁止的形势下，“酒桌办事”依然若隐若现，仍
有一些单位、个人顶风作案，有的官员对中央和上级规定
“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海南省一位干部说，“禁酒令”出台后，公务招待
喝酒现象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绝对不喝就很
难。有时不拿酒招待上级领导，显得好像不大
尊重、不够热情。公务接待要杜绝饮酒首先要
领导带头，才能逐渐养成良好风气。

还有人表示担忧，午间禁酒容易些，因为会
影响下午工作，可是晚上就很难说了。而且，省
内公务接待禁酒，那外省来访的客人如果要求喝
酒甚至客人自己带了酒，又该怎么处理呢？

如何形成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也是难题，有
专家指出，“禁酒令”长期维持困难的原因是监管
成本太高，比如你就很难做到中午一家家餐厅去
查，时间长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破例，加强
社会监督很重要。

另外，还有专家指出，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也
是“禁酒令”实施的土壤之一，只有社会风气转
变，大家都认识到拉近关系不一定非要喝酒，
“禁酒令”才能长期实施下去。

杨宏山认为，公务接待禁酒需要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把
相关的配套措施给安排好，比如说公务消费监察制度、财
务审批制度、市场监管机制、公务员考核制度等，都需要
通盘考虑。
“禁酒令”无疑给官员们套上了一道“紧箍”，但是，

要从看到酒“不敢喝”，变成发自内心的“不愿喝”、“不
想喝”，还需从根本上消除官员“酒桌办事”的心理痼疾。
只有当“酒桌办事”成了禁区时，官场酒桌文化才不会死
灰复燃，酒这位“客人”才会自然而然地离席，公务接待
中的骄奢淫逸之风才会无处遁形。

#为何向酒瓶子开刀

$酒瘾如何才能不反弹

过 去 有 句 俗 语 说 ，

“无酒不成席”。客来奉酒

小酌的迎宾方式，早为人

们所熟悉。但是，酒桌上特别是公务接

待中的饮酒，正因其引发的诸多不良风

气而饱受诟病。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个多月来，多

地相继出台了具体落实的各项规定，其

中不少剑指公务接待中的饮酒行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力整顿，

人们看到，以往总是“盛装出席”的酒日渐成为公务接待的稀

客，一些违规官员纷纷受到处罚。

少了美酒醺风，多了清新政风。舆论认为，“酒瓶子”问题

被紧揪着不放，彰显出我们党对落实八项规定抓得越来越严、越

来越细，整风肃纪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各地治酒多出严招
自从去年 &! 月初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

后，各地各部门不断出台了各种细则和落实
办法。

!%&! 年底，紧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
台，中央军委印发了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
规定，其中明确规定要切实改进接待工作，
不安排宴请，不喝酒。

中央军委的“禁酒令”一出，带了个好
头，各地各级单位积极响应，各种形式的
“禁酒令”纷纷出台。为了保证其有效落实，
各地还做出了更细致的探索。

针对公务接待饮酒等问题，不少省份出
台全省范围内的“禁酒令”。比如今年 & 月，
海南省推行首个省级地方版“禁酒令”，规定
今后海南省内公务接待要按标准定点接待，
不喝酒，不赠送礼品或土特产，不上高档菜
肴，严禁上野味。

一些规定措辞严厉，用上了“一律”等
词，拒绝“例外”。比如在山东安丘，印发
规定指出，无论接待任何客人、无论
任何理由，工作时间和工作
日中午一律不准饮
酒 ，

值班和执行公务时一律不准饮酒。
在浙江省，除了提出中餐不饮酒外，进

一步要求同城活动不安排用餐。
福建省还注意到一些自助餐超标准超豪

华的情况，明确要求不上高档菜肴，不安排
烟酒。

还有举报机制，针对禁酒规定，安丘市
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并公布了举报电话。

在新近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
管理办法中，也明确提出了“不安排
宴请，不上烟酒”。

这些细致的规定，配之以
严厉的查处，公务活动中
的饮酒现象得到了遏
制。

公务接待消费一直备受社会
关注，为什么在反对“四风”中，
公务接待中饮酒成为大家反对的一
个重点领域呢？
首先当然是公款饮酒带来的巨大浪

费。一些经常参加应酬的领导干部说，为
了投领导所好，一些基层公务接待恨不得什
么酒都上，酒成为“舌尖上巨大的浪费”。公
款喝酒，喝掉的是纳税人的钱。一瓶酒动辄上
百元，甚至上千元，一桌人如果喝上两三瓶酒，
即使是中低档酒，开支也不是小数，再加上配套的
菜肴，公务接待开销想减也难。
“公务接待是财政开支，应该以‘最少够用’为限，

饮酒原本就不
该属工作餐
范畴。”复
旦大学国
际 关 系
与公共
事 务
学

院副教授周帆对本报表示，公务接待禁酒，无论从改进工
作作风、反对奢侈浪费的要求，还是从廉洁从政的公共价
值追求来看，其正当性都毋庸置疑。

其次，公款喝酒，不仅浪费社会财富，更侵蚀了党风
政风，滋生了腐败，喝丢了民心。不少接待者中午喝，晚
上喝，有的一餐要接待几批客人，喝得头重脚轻，根本就
无法工作，有的甚至失态。在长期的应酬中，一些干部价值
观、人生观日益扭曲，为官准则甚至做人底线一再丧失，少
数人还借着酒意从事赌博、嫖娼、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极
大地损害了党员干部形象。

尤其令大家反感的是，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中间暗藏
权力寻租链条，不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更是滋生腐败的土
壤。长期以来，“酒桌办事”被不少官员奉为金科玉律，其背
后隐藏的是正常办事流程的阻塞，是行政权力的滥用。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宏山看来，这
种所谓的“酒桌传统”，其实是一种脱离正式行政管理体制
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反映出现在的行政体制还存在缺陷。

此外，长期在酒场上应酬，对公务人员的个人健康也
是有害无益的。在采访中，很多基层干部表示，一直在“不
想喝—硬着头皮喝—喝多—后悔—发誓不喝—下次还得
喝”的怪圈中循环往复。从内心讲，他们也不愿意长期这样
喝酒，但是在不良酒风的裹挟下，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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