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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新实践

做百姓贴心人

敬茶的礼仪
我国是茶叶的原产地，

茶叶产量堪称世界之最。饮
茶在我国，不仅是一种生活
习惯，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
文化传统。中国人习惯以茶
待客，并形成了相应的饮茶
礼仪。按照我国传统文化的
习俗，无论在任何场合，敬
茶与饮茶的礼仪都是不可忽
视的一环。

嗅茶 主客坐定以后，主
人取出茶叶，主动介绍该茶
的品种特点，客人则依次传
递嗅赏。

温壶 先 将 开 水 冲 入 空
壶，使壶体温热。然后将水
倒入各种茶盘中。

装茶 用茶匙向空壶内装
入茶叶，通常按照茶叶的品
种决定投放量。切忌用手抓
茶叶，以免手气或杂味混淆
影响茶叶的品质。

请茶 茶杯应放在客人右
手的前方。请客人喝茶，要
将茶杯放在托盘上端出，并

用双手奉上。当宾主边谈边
饮时，要及时添加热水，体
现对宾客的敬重。客人则需
善“品”，小口啜饮，满口生
香，而不能作“牛饮”姿态。

续茶 往 高 杯 中 续 茶 水
时，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夹
住高杯盖上的小圆球，用大
拇 指 、 食 指 和 中 指 握 住 杯
把，从桌上端下茶杯，腿一
前一后，侧身把茶水倒入客
人杯中，以体现举止的文雅。

茶艺 表演茶道技艺，已
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 分 。 比 如 中 国 的 “ 工 夫
茶”，便是茶道的一种，有其
严格的操作程序。

据中国礼仪网

今年5月29日起，每逢周
五，一些群众陆续来到咸阳市
渭城区文汇路街道办事处一间
办公室，向在这里义务办公的
全国道德模范呼秀珍倾诉自己
的烦心事、闹心事。这间办公
室，就是陕西省首家身边好人
和道德模范工作室——“呼老
师工作室”。从邻里间矛盾到
如何相夫教子，从情绪低落到
如何改变自己，从生活中的琐
事到工作中的急事难事……在

“呼老师工作室”，群众总能获
取自己满意的答案。

一位模范带动一个团队

当得知街道设立这个工作
室时，呼秀珍毫不犹豫地答应
来此办公。她每周五按时到
岗，亲切地接待来访群众，耐
心细致地为群众解答子女教
育、心理健康、邻里矛盾、家
庭纠纷等问题。

“群众能来这个工作室，
跟我心贴心地沟通交流，这是
对我最大的信任和肯定。”近

日，呼秀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虽然还有一些群众反映
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但是我
相信有了这个平台，会有更多
的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优秀
志愿者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努
力，发挥各自优势，为群众提
供贴心服务，让更多家庭和
谐、幸福。”

在呼秀珍的带动下，咸阳
好人李永田、罗玉玲和咸阳市
道德模范赵银凤等先后加入

“呼老师工作室”，他们利用业
余时间和专业特长，为有需要
的人提供帮助。咸阳市渭城区
文汇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耀轩
说：“街道通过设立‘呼老师
工作室’的方式，既让身边好
人和道德模范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亮身份，接受监督，又鼓
励他们发挥精神导师作用，继
续向社会传递文明。”

用心解除群众的烦恼

“我的孩子马上要上幼儿
园了。作为家长我该怎样教育
引导他，让他从小养成良好生
活习惯和学习习惯？”7 月 27
日，在陕西粮农集团咸阳储备
库家属院居住的姚亚文一大早
来到“呼老师工作室”，向呼
秀珍诉说困扰自己的心事。

呼秀珍耐心地听着姚亚文

的诉说，详细询问具体的细
节，并认真分析、以实际案例
教姚亚文如何处理出现的问
题。呼秀珍说：“父母总是会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让
孩子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
情，这样很容易导致孩子叛
逆。我们不妨耐心地与孩子讲
讲做这件事的利弊，以客观的
态度去处理……”

每一位群众到“呼老师工
作室”咨询问题时，工作人员
都会详细记录下群众的姓名、
联系方式、住址以及具体问题
及呼秀珍给出的意见建议等，
以便定期做回访，核实事情的
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真正把
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来
办。几个月的时间里，“呼老
师工作室”已经开展近 10 次
接访志愿服务活动，为群众解
决了30多件烦心事、闹心事。

继续书写“好人故事”

“现在的工作只是一个开
始，我将认真学习借鉴全国其
他工作室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结合实际，不断改进工作方
式，进一步拓展工作室的服务
内容，努力当好群众的贴心
人。”呼秀珍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群众都
想走进“呼老师工作室”来解
决自身的难题，但由于空间有
限，他们只能通过到所在社区
登记预约的方式，分批前往工
作室进行咨询。

“下一步，工作室还将开
通‘呼老师热线电话’，让群
众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帮助。”
据咸阳市渭城区委宣传部干部
刘佳慧介绍，该工作室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准则，不
仅凝聚起榜样的力量，而且还
搭建公益组织沟通平台、孵化
道德慈善公益项目，继续书写

“好人的故事”，营造“人人学
习好人、人人争做好人、人人
关爱好人”的社会氛围。

据中国文明网

□付彪

在餐饮业高度发达的今
天，食物浪费问题愈发凸显。
数据显示，中国餐饮业人均食
物浪费率为11.7%。每天，数
以万吨计的食物被从餐桌上丢
弃。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舌
尖上的浪费”何时才能休？
（中国新闻网）

6年前，北京30多名年轻
人发起杜绝浪费、吃光盘中食
物的“光盘行动”，在全社会
产生强烈反响。在餐馆，大手
大脚浪费的少了，适度点菜、

剩菜打包成了一种风尚；在校
园、机关单位食堂，浪费粮食
的少了，盆干碗净的“光盘
侠”多了；在一些政务接待场
合，大吃大喝的桌餐多被简
餐、自助餐取代……“光盘行
动”也成为当年的新闻热词、
网络热点和知名公益品牌。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如
今虽然不少餐厅还摆放“爱惜
粮食”“光盘行动”的提示
牌，但这样的举措仍无法避免
食客的“眼大肚子小”，多数
餐厅服务员面对客人这种浪费
行为也不会过多干涉；一些机
关单位、学校的食堂里，吃不
完的饭菜又开始白白倒掉；网
上鲜有人再晒自己的光盘，舌
尖上的浪费似有回潮的迹象。

这说明，转变不可能一蹴
而就，“光盘”也不可能一劳
永逸。让“光盘行动”行稳致
远，需要我们社会、商家和消

费者共同发力，持之以恒，久
久为功。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拿出具体的举
措。比如主流媒体要对“光盘
行动”持续给予鼓与呼，对舌
尖上的浪费主动监督，让珍惜
粮食的观念深入人心。

“光盘行动”需要精准施
策、深耕细作，也需要法律法
规的护航，唯此才能行稳致
远。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已将
餐桌浪费上升到浪费社会公共
资源的高度进行立法限制，剩
菜超出规定分量，消费者会被
罚款，对浪费行为不予提醒的
餐馆也会受到处罚。对于“舌
尖上的中国”来说，我们也有
必要通过立法，将食品浪费行
为纳入法治轨道，建立长效机
制和有效监管。当然，也离不
开每个人起而行之，从我做
起，敬畏粮食，这样才能消除
舌尖上的浪费。

“光盘行动”还需久久为功

““呼老师工作室呼老师工作室””内内，，呼秀珍呼秀珍（（右二右二））接待来访群众接待来访群众。。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林则
徐纪念馆内，参观者正在认
真聆听讲解员讲述林则徐的

“十无益”格言和孝廉故事。
今年以来，福州市鼓楼区结
合文化遗产自身特色和实际
情况，积极探索合理利用和
开发模式，引导和鼓励更多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推陈出
新 ， 用 “ 新 ” 方 式 讲 述

“老”故事，让闽都文化更
“接地气”，打造家风文化新
时尚，一股传承好家风好家
训的热潮正在逐渐兴起。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家风正则民风正，家风
清则政风清。位于福州市鼓
楼区的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
训馆是全国开办较早的家教
基地，如今这里已成为省市
家庭建设示范基地，开馆一
年多接待全国各地游客 10万
多人。走进展馆，目之所及
之处仍保留了古朴高雅的风
格，以文图方式展示了林则
徐、冰心、林觉民、严复、
沈葆桢、陈宝琛等 50多位历

史名人家风家训。在讲解员
的口中，看似单调的展板和
橱窗都活了起来，一个个励
志的家风家训故事常常让游
客听得流连忘返。

“挖掘展示名人家风家
训，并开辟一个专门的场所
常年公益宣传，我觉得特别
有意义。”关莉平是展馆三名
专业讲解员之一，她说，周
末和节假日人特别多，最多
的时候一天游客有上千人。

“对老人、孩子、中青年人，
我 们 的 讲 解 词 都 是 不 一 样
的。为了写出接地气、入耳
入脑的解说词，我们走访了
很多名人后代，查阅了许多
历史资料，这项工作到现在
还没停，所以讲解词也在不
断更新。”

今年，三坊七巷名人家
风家训馆还创新传播方式，
邀请名人后代来开办谈家风
讲堂，接下来，还将争取录
制成视频在更多公众平台播
放。他们还计划与多所小学
开展双向互动，请孩子们来
参观，也把家风课送进校园。

据中国文明网

用“新”方式讲述“老”故事

讲师为孩子讲述林觉民讲师为孩子讲述林觉民、、冰心的家风故事冰心的家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