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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爆竹声 年味依旧在

时评/要闻

每日速递

随着春节临近，很多务工人员都盼着回家的日子，有的已
经踏上回家之路。据报道，最近多个城市的餐饮、家政、服
务、机械等行业面临难言的苦衷，员工回家潮、离职潮的出
现，让这些行业遭遇了节前“招工难”。不少企业尽管开出比
平时高出一倍的薪水，仍然招不到员工。（《工人日报》）

应对春节前后的招工难，企业需要把工作做在平时，而不
是春节期间出现“用工荒”时，怀着“救急”的心态，希望依
靠“工资加倍”方式留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
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支付能力，提升员工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水
平，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企业不应当只是把“涨工资”
作为春节前后招工的手段。

四部门将开展
2018年春风行动

□孙秀艳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无
论是在返乡路上，还是依旧在
岗位上坚守，此时很多人可能
都会忆起童年时代的春节——
簇新的衣服，甜甜的糖人，喜
庆的吊钱、春联，当然，少不
了热闹的鞭炮声。有人可能会
因此生出一点遗憾与感伤，在
一片“禁放”声中，很多城市
已经不能在爆竹声中迎来新春
了。（人民网）

有人感慨没了烟花爆竹就
少了年味儿，也有人甚至将其提

到“文化流失”的高度，认为禁放
烟花爆竹，是对千百年传承下来
的年俗文化的严重打击。

年俗文化有其产生的时代
背景，随着时代发展，年俗文化
也得有所改变。有些元素退出
或淡化，有些元素参与进来，是
很正常的。

相传南朝时期，人们正月
初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竹
子放在火里烧，因为人们认为
竹子在火中的爆裂声能够赶走
怪兽恶鬼。这就是“爆竹”一词
的由来。祈求平安是当时社会
公众的主要愿望之一，在难以
达到科学认知的时代，人们只

有希望以此吓走自己难以战胜
的鬼兽，获得平安。

进入现代社会，爆竹的功
能从吓走鬼兽、驱魔避邪，演化
为烘托气氛、表达喜庆热闹。
许多人觉得燃放爆竹和烟花，
是传统文化习俗，是春节的一
大符号。但是，在人口和建筑
物密集的城市，这一习俗确实
带来了新的问题：空气和噪音
的污染，火灾，人身伤害事故。

燃放烟花爆竹这一传统习
俗，与人们对洁净空气、干净环
境、人身安全的需求发生矛盾，
我们该如何选择？解决这一矛
盾，需要权衡利弊。公众渴望蓝

天、渴望健康，理性的选择应该
是舍弃妨碍蓝天和健康的东西，
也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禁放。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共有444个城市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764个城市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禁放或限放，就少
了年味儿？也不尽然。春联、
年画、屠苏酒等传统文化元素，
照样可以凸显年味儿；蓝天下
的一张张笑脸，比烟尘呛人、碎
屑遍地更能体现新年新气象；
现代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我
们比过去有更多方式辞旧迎
新。春节期间没有爆竹，幸福
感不会少。

“怀旧食品”能卖多久

□练洪洋

春节转眼就到，很多人选
择开车回家，踏上返乡征程。
高速公路是一块试金石，一上
高速公路，一些人的驾驶习
惯、规则意识、文明素养就展
露无遗。（新华网）

有的人不能容忍别人超车
（尤其是比自己差的车），被人
超后恼怒不已，非得骂骂咧咧
加速追上去、超回来；有的人
爱插队，见缝插针，左穿右
插，强迫别人减速或躲避，给
他让出位置；有的人不愿等，

遇上拥堵马上开到应急车道，
疾驰而去；有的人想超速又怕
被罚，于是遮挡号牌，然后像
脱缰的野马；有的人贪图方
便，车子错过了出口，就原地
倒车回到出口；有的人喝完饮
料、擦完嘴后就摇下车窗，随
手将包装盒、纸巾往外扔；有
的人车辆发生小擦碰之后，不
挪车也不竖警示标志，就地讨
价还价……

幸运女神并非时刻眷顾着
每一个人，“欲速则不达”的
戏码倒是常常在开车不守规
则、不讲文明的人身上上演，
集中出行季往往也是交通事故

多发季。试想，自驾车回家过
年本是一件开心的事，万一遇
上交通事故，轻则爱车受损，
重则人员伤亡，还会有好年过
吗？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有
一些“老司机”对自己的技
术、运气过于自信，不相信倒
霉事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为此，管理部门也是绞尽
脑汁，与高速公路上的“悍
马”斗智斗勇。譬如，抓超
速，以前是瞬间测速，现在许
多高速公路都采取区间测速，
5公里、10公里不等；对占用
应急车道取证，现在高速公路
基本都装了自动摄像机；对驾

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一次扣12分等。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因为地图APP有违章
拍摄提示功能，一些人即使不
需导航也打开地图APP，以便
躲开摄像头。一入无监控路
段，各种随心所欲就故态复
萌，由着性子来。

外部惩戒只是一种手段，
说到底，还是要靠自觉，守规
则、讲文明才是驾驶最可靠的

“安全带”。守规则、讲文明也
许让你多花半小时、一小时，
但与不守规则、不讲文明的潜
在风险相比，孰轻孰重应该不
难掂量。

守规则是最可靠的“安全带”

□夏振彬

继北冰洋汽水、稻香村炸
串、袋淋等怀旧食品纷纷回归
之后，另一款产自北京的摩奇
饮料近日也高调“起死回
生”。据报道，消失了16年的
摩奇饮料悄然成为爆款，首批
一万箱桃汁饮料上市仅3小时
就销售一空。（中新网）

怀旧是一种集体心理，更
是不折不扣的生产力。近年
来，怀旧已从文化景观转化为
一种经济现象，从电影、小说到
游戏、歌曲，莫不如此。商家贩

卖情怀，以期引发强烈的情感
共鸣；用户购买回忆，获得某种
程度的心理慰藉。而咪咪虾
条、喔喔奶糖、大白兔奶糖等怀
旧食品，也是一样。随着市场
环境变化、怀旧消费的新需求
崛起，老国货遇到了新机遇，拥
有为数众多的消费群体，纷纷

“起死回生”也就不足为奇。
那主打“情怀牌”的怀旧食

品，能够走多远？如美国一位
食品行业市场官所说：“人们不
会因为你说什么东西有益处就
去购买，你得唤起他们的情
怀。65%的小朋友会拿起一个
标签印有《芝麻街》主角的苹

果。”怀旧食品的核心竞争力正
在于品牌积淀，在于商品之外
的情感属性、附加功能。但也
不得不说，情怀牌适用于短期
激励，并不能帮助商家长期赢
得市场——能否在情怀的基础
上对产品不断改进、创新和优
化，培育年轻消费群体，这是任
何一家企业求得长远发展的基
本前提。比如大白兔奶糖不断
结合消费者的口味推陈出新，
新增咖啡、花生、鲜果、红豆等
口味；国产品牌百雀羚创新营
销方式，“神广告”不断刷屏，这
些尝试都值得借鉴。

不管怎样，怀旧食品归来，

丰富了市场选择，满足了部分
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终究是件
好事。至于能否持续赢得市
场，自有市场的检验。对于消
费者、监管部门而言，值得警惕
的是，上演回归戏码的怀旧食
品，除了李逵还有“李鬼”。随
着怀旧食品成为一桩好生意，
很多商家煞费苦心，依靠经典
的包装、传统的味道获取消费
者的芳心；但其中有些生产厂
商都是小作坊，很多食品都是

“三无”产品。对此，老品牌要
着力打假，消费者也应睁大双
眼，别让记忆里的味道成为别
人大发不义之财的套路。

2月11日，记者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截至2月10日，今
年春运前 10日 （2月1日至10
日），全国铁路、道路、水
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7.32亿
人 次 ， 比 去 年 同 期 下 降
3.31%。

其中铁路发送旅客8928.5
万人次，增长 0.45%；道路发
送 旅 客 6.18 亿 人 次 ， 下 降
4.11%；水路发送旅客 891.0
万人次，下降 4.33%；民航发
送旅客 1601.91万人次，增长
9.78%。

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客流
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有几方
面原因：一是今年春节与往年
相比较晚，大专院校已集中于
1月底放假，春运前学生流返
乡基本完成。二是部分劳动密
集型企业已于春运前提前停工
放假，务工流运输压力提前释
放。三是自驾车出行比例逐年
上升。据高德出行大数据分
析，春运期间跨城出行旅客中
自驾车占比超过20%。

据新华社

2月11日，记者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针
对春节后农村劳动力集中外
出求职就业，人社部、国务
院扶贫办、全国总工会、全
国妇联将于2月20日至3月30
日在全国开展“2018 年春风
行动”。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活动在就业服务方
面，既有送岗位下乡等多种
形式的现场招聘活动，也有
依托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
线上服务；在支持创新创业
方 面 ， 将 引 导 返 乡 下 乡 创
业，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
训，加强政策落实；在技能
培训方面，将积极引导农村

“两后生”主动参与培训活
动，同时开发设计有针对性
的培训专业和课程，帮助农
村 劳 动 力 提 升 就 业 创 业 能
力；在权益维护方面，将重
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法律意
识、风险防范意识和权益保
护意识，并对用人单位加强
用工指导。此外，还将继续
聚焦就业扶贫，加强劳务协
作，重点指导帮助深度贫困
地区，促进贫困劳动力就地
就近就业和有序外出务工。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是
人社部连续第 14年开展春风
行动，活动主题是“促进转
移就业，支持返乡创业，助
力增收脱贫”，服务对象是有
就 业 创 业 意 愿 的 农 村 劳 动
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 和 有 用 工 需 求 的 用 人 单
位。 据新华社

春运前10天
全国发送旅客7.32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