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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总工会出台规定，明确职工福利发放标准

慰问品年度总额涨至2000元

□韩家慧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此
刻，有人踏上回家的旅途，有人
思念着故乡的一草一木，有人
试图寻找年的气息和味道。

何谓年味儿？一百个人有
一百个答案。年味儿是一家人
亲手包的饺子，年味儿是到长
辈家拜年领压岁钱，年味儿是
穿新衣、扫阳尘、放鞭炮……年
味儿是来自传统习俗符号背后
的仪式感。

如今，社会变迁，一些传统
年俗中的仪式渐远，让不少人
难以适应，觉得年味儿淡了。

其实，变的是过年的方式，

不变的是陪伴团聚的内涵：记忆
中的拜年是磕头作揖，现在手机
发送新春祝福“指尖拜年”更受
欢迎；记忆中的领压岁钱讲究礼
节，现在争抢网络红包不亦乐
乎；记忆中的年夜饭是对厨艺的
考验，现在网购半成品甚至到饭
店定制依然吃出幸福团圆的滋
味；记忆中的年是走亲访友话家
常，现在抛开迎来送往的烦琐礼
节，举家出游渐成潮流。

记忆总是倾向于强化美
好，童年真实的年味未必就如
记忆里那般光鲜亮丽，它们往
往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物质
匮乏的年月，人们盼望过年更
多折射的是对吃好饭穿新衣的

富足生活的向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
改变。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物
质精神生活有了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需求，过年方式的转
变就是其中之一。

新的过年方式注入时代内
涵，赋予现代意义，逐渐衍生成
新的年俗文化，而经过时间的
沉淀，今天的新年俗也会变成
旧俗走进历史。

过年方式的变迁让童年年
味和盼望过年的心情不再，但
过年祈求平安团圆好运的内
核，从未走远。保留旧记忆，拥
抱新趋势，开心过大年。

年味儿从未走远

2月 9日，河南省总工会
正式对外发布 《河南省基层
工 会 经 费 收 支 管 理 实 施 办
法》（以下简称 《办法》），
对基层工会经费用于职工服
务和开展工会活动作出明确
规定，并首次将婚丧嫁娶退
休等纳入慰问范围。《办法》
明确，工会会员生病住院，
慰问金不超过 1000 元；工会
会员节日慰问品年度总额也
由 以 往 的 1000 元 涨 为 2000
元。

《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执
行。

【亮点】
节日福利涨至2000元

这次发布的 《办法》 与
之前相比，在节日慰问品年
度总额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由1000元涨为2000元。

《办法》 明确，基层工会
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成员发
放节日慰问品，每位成员年
度节日慰问品总额视基层工
会经费情况确定，最高不得
超过2000元。

逢年过节的年、节是指
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 （即：
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
节）。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
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
和职工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
等 ， 如 普 通 月 饼 、 粽 子 、
米、面、油、肉、蛋、奶、
水果、干果及日常生活用品
等。

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采
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可
直接发放慰问品或慰问品领
取券，不得发放现金、购物
卡、代金券等。

据河南省总工会工作人
员介绍，这次升级 2000 元的
标准，在全国来说也属于较
高的水平。

【关注】
明确婚丧嫁娶慰问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办法》
还对诸多事项首次明确了标
准，如成员婚丧嫁娶慰问、
生病慰问、退休纪念品、生
日蛋糕、文体活动奖励、文
体 活 动 外 聘 裁 判 教 练 劳 务
费、春节联欢、优秀学员奖
励、优秀工会干部和积极分
子奖品等。

具体为：工会会员生日
可以发放不超过300元的生日
蛋糕等实物慰问品，也可以
发放指定蛋糕店的蛋糕券。

工会会员结婚、符合政
策的生育，可以分别给予不
超过500元的慰问品；工会会
员 退 休 ， 可 以 发 放 不 超 过
1000元的纪念品。

工会会员生病住院，可
以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
金；工会会员去世时，可以
给 予 不 超 过 2000 元 的 慰 问
金 ， 其 直 系 亲 属 （限 于 配
偶、父母、子女） 去世时，
可以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的慰
问金。

《办法》 强调，基层工会
要严格界定好会员的身份，
凡该会员工资未纳入拨缴工
会经费总额的，一律不得向
该会员发放集体福利。

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采
取便捷灵活的发放方式，可
直接发放慰问品或慰问品领
取券，不得发放现金、购物
卡、代金券等。

基层工会可组织会员开
展职工春节联欢晚会，可购
买适当的干鲜水果等食品，
并可参照不设置奖项的职工
文体活动为参演人员发放价
值不超过100元的纪念品。另
外，基层工会可以用会员会
费组织会员观看电影、文艺
演出和体育比赛等，开展春
游秋游，为会员购买当地公
园年票。会费不足部分可以
用工会经费弥补，弥补部分
不超过基层工会当年会费收
入的三倍。

【焦点】
不准滥发奖金、津贴、补贴

《办法》 还明确规定了
“八不准”：不准使用工会经
费请客送礼；不准违反工会
经费使用规定, 滥发奖金、津
贴、补贴；不准使用工会经
费从事高消费性娱乐和健身
活动；不准单位行政利用工
会 账 户 ， 违 规 设 立 “ 小 金
库”；不准将工会账户并入单
位行政账户,使工会经费开支
失去控制；不准截留、挪用
工会经费；不准用工会经费
参与非法集资活动，或为非
法集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
不准用工会经费报销与工会
活动无关的费用。

晚综

□何勇海

这几天，有个话题让人倍
感温暖——全家福。趁着喜迎
春节的热闹劲儿，有媒体在征
集老百姓的全家福；也有跟随
“三下乡”文艺小分队的摄影
家在为村民义务拍摄全家福；
甚至还有商业影楼在春节前夕
推出免费拍摄全家福的公益活
动……这些有情怀的举动，唤
起了一份浓浓的全家福情愫。
（新华网）

曾经，每到“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春节，
喜气洋洋地拍一张全家福，完
成一年又一年的留影仪式，定
格一年又一年的亲情与幸福，
是很多有条件的家庭的特定年
俗。

一方面，它留存了全家人
团聚的温馨时光。虽然以前人
们不像今天这样流动频繁，不
像今天这样亲人聚少离多，但

团圆仍是不易的，必须记录那
个不容易的时刻；另一方面，它
见证着一个个家庭的成长与变
迁。翻看一年又一年的全家
福，孩子在长辈的羽翼下长大，
长辈在孩子的目光中变老，这
就是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最
好回答。全家福从黑白到彩
色，家庭成员从少变多，衣着打
扮从单一到丰富，都折射出一
个家庭的发展，也折射出城乡
与时代的巨变。

进一步说，全家福是岁月
最好的见证，能够承载我们在
人生中的一段段幸福记忆。正
是拥有如许的幸福记忆，我们
在家庭矛盾的磕磕碰碰中，才
能始终保有坚定不渝的爱；我
们在人生风雨的吹吹打打中，
才能始终不忘初心，努力活出
自己的精彩。可以说，拍一张
全家福，是对亲情的最好慰
藉。这大概就是过去的人们将
拍全家福当作最有仪式感的传
统传承下来的原因。

然而，在物质丰盈的今天，
年年拍全家福的文化习俗，还
有多少家庭仍能坚守？在没有
手机、单反的那些年代，人们尚
且要年年定格一次全家人的笑
脸，而在单反流行、手机像素达
千万级的今天，我们有多久没
拍一张全家福了？虽然随着人
口流动加速，一大家子亲人在
过年时难以全部团聚，但正如
一些网友所说，“走到再远的地
方，身后都有一个家在等着你”

“再远大的前程，都从家起步；
再忘我的奋斗，都以家为归
宿”。只要认识到拍摄全家福
的意义，在高铁、民航发展迅速
的今天，积极响应家庭召唤，与
亲人坐在一起吃顿年夜饭、拍
张全家福，恐怕比以前更容易
达成。

全家福里，珍藏着团聚的
喜悦，珍藏着亲情的温馨，珍藏
着小孩的稚嫩、年轻人的昂扬、
老年人的沧桑，更珍藏着穿山
越岭、浓情相聚的爱。

你有多久没拍全家福了

□堂吉伟德

面对高铁外卖的加入，传
统高铁盒饭的生产加工，在口
味和种类上也在求变。据报
道，作为国内最大的高铁配餐
基地，今年春运，北京京铁列
车服务有限公司生产的高铁套
餐提质不提价，品类达到18
种，在工业化生产的同时，部
分餐食采取人工煸炒方式制
作。（《新京报》）

传统高铁盒饭的生产与制
作，主要采取工业化生产的模
式。工业化生产解决了“量”的

问题，但短板在于口味单一，缺
乏个性。同时也很容易受到品
种的限制，无法满足多元的需
求。按照消费的层级来说，这
属于“果腹”而非“美味”的标
准。

对比国内外的铁路餐饮不
难发现差异。日本的铁路便
当，精致又极具地方特色，种类
也丰富，可以让乘客“走一路吃
一路”。在美国，享受一顿标准
的西餐，是坐火车的一部分。
即便是我国台湾地区，因为铁
路便当制作精良考究，新鲜而
注重细节，也深受市场青睐。

有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

高铁运营旅客14.43亿人次，日
均运送旅客数达400万人次，据
估算，铁路快餐一年将会有近
70亿元的市场规模。随着外卖
的入局，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
择机会，对传统垄断经营的铁
路快餐，也带来实质性的冲击。

铁路快餐若要赢得主动，
只能求新求变，做到以乘客为
中心和“需求为王”，增强品质
和口感，形成具有差异性和特
色性的铁路快餐文化。从长远
来说，铁路市场化改革“依旧在
路上”，系统性和全局性改革依
旧任重道远，还需要对标快餐
改革而加速推进。

高铁盒饭 有竞争才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