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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包装像“闯关游戏”，纸箱里面是

泡沫盒，泡沫盒里有礼盒，礼盒里面是铁

盒，铁盒里面还有拉菲草和塑料袋……

商品包装追求“高端”“奢华”，看似精

美，实则无用，令消费者备受困扰。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等 7 家协

会联合发出倡议，反对商品过度包装，

推动绿色文明消费，确保商品包装合规

合理。有数据显示，我国包装废弃物约

占城市生活垃圾的 30%—40%。仅纸制

包装，每生产 1 吨就需消耗约 20 棵树龄

20 至 40 年的树木和 500 吨水资源。商

品过度包装，拆封即被丢弃，助长铺张

之气、奢靡之风，也造成资源浪费、环境

污染。遏制过度包装，看似事情不大，

实则意义不小。

近年来，我国加大对商品过度包装

的治理力度，从出台一系列强制性国家

标准，到加强线上线下常态化监管执

法，再到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

日前后开展专项整治，治理成效显著。

去年，500 元以上的月饼礼盒已基本退

出市场，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超

过 95%，智能装箱技术让包装耗材减量

达到 20%。也要看到，现实中商品过度

包装远没有绝迹，治理还要常抓不懈。

奢华的包装暗含“面子”，往往与违

规收送礼、高档礼品套现等问题相关

联，扭曲了消费的意义。像包装精美的

高档茶叶，就流传着“喝的人不买，买的

人不喝”的说法。小商品里亦有大政

治。当下，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正在开展，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纠治过度包装现象背后的享乐奢靡

问题，有利于遏制不正之风，进一步巩

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

良好环境。

反对商品过度包装，并不意味要降

低品质、摒弃设计，也不代表包装产业

的“蛋糕”就缩小了。包装产业是连接

制造与消费的纽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配套产业”，做好绿色发展的文章，同

样可以拓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例

如，在浙江安吉，“以竹代塑”制成的可

降解包装走进千家万户，不仅守护了绿

水青山，也支撑起当地蓬勃发展的竹产

业。目前，全球包装市场规模超万亿美

元，塑料和纸占比约一半。跳出粗放经

营、低价竞争的窠臼，立足循环经济探

索研发有竞争力的替代材料，辅以浸润

丰富文化内涵的设计巧思，包装产业向

绿向新发展天地十分宽广。

不只是包装产业，放眼整个消费品

行业，进一步培育绿色消费风尚，既要

破除旧消费理念，也要增加新消费供

给。简约不等于简陋、简单。多数时

候，获得感才是人们消费决策的金标

准。商品要赢得青睐，就不仅要关注含

绿量，更要在品质和创意上下足功夫。

从轻便的竹制自行车，到健康的负碳家

居，再到绿色溢价不断降低的有机食

品，纵观近年来受到市场欢迎的绿色产

品，都胜在找准了绿色理念和使用体验

的平衡点。在供给侧更多着力，才能以

不断涌现的消费新亮点推动绿色消费

理念深入人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大

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需要从国家战

略的大处着眼，也需要从反对商品过度

包装这样的细节着手。让新风劲吹，小

改变累积起来，必能撬动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的大进步。

来源：人民日报

过度包装治理的“破”与“立”
李铁林

话风，体现作风 、反

映政风、折射党风。群众

语 言 是 我 们 党 联 系 群 众

的看家本领和重要法宝，

彰 显 了 人 民 至 上 的 价 值

追求，是党员干部必须具

备 的 基 本 功 。 讲 不 好 群

众语言，就无法与群众有

效沟通，也就无法切准群

众脉搏，从而产生“信息

差”“时间差”，致使党和

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无法及时精准落地落实，

也 无 法 更 多 更 好 地 惠 及

人民群众。

话 须 通 俗 才 传 远 。

群众语言或朴实大方，或

简单明了，或生动有趣，让人听后觉

得 如 沐 春 风 、过 耳 不 忘 、引 发 深 思 。

如果表达太过晦涩、拗口，看似“高大

上”，实则“假大空”。揆诸当下，有的

干部说话习惯长篇大论，把讲话当作

卖弄文采、“炫技”的舞台，讲话时故

作高深、故弄玄虚，说的人洋洋得意，

听的人云山雾罩，无形之中与群众有

了疏离感；有的干部开会时习惯照本

宣科，与群众不对视、不交流，做事沉

不下去、浮于表面；有的干部走访慰

问 时 爱 摆 拍 作 秀 ，与 群 众 说 话 犹 如

“ 背 稿 子 ”“ 对 台 词 ”，走“ 形 ”不 走

“心”……凡此种种都是作风不实、脱

离群众的表现。

只有用群众熟悉的词汇、惯用的

表达方式说话，方能“声声入耳”“声入

民心”。如此，做起群众工作来也会

事半功倍。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转变话风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的题中应有之义。广大党员干部应

切实改进作风，转变话风，践行“四下

基 层 ”，讲 好 群 众 语 言 ，练 就 看 家 本

领。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走进群众家

中，与群众拉家常话，聊百姓事，论平

实理，多说简单、务实、管用的“土言土

语”，少说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

谨的套话，当好群众的“翻译官”“传声

筒”“解铃人”，让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有

温度、有味道的群众语言飞入寻常百

姓家。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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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与常情人性并非对立关系，

而是相辅相成。

父母在展览馆内用奶瓶喂 10 月

龄婴儿喝奶遭遇工作人员驱赶，引起

热议。

据《新闻晨报》报道，6 月 14 日，茅

先生夫妇带着 10 个月大的婴儿游览

上海动物园，临近中午，孩子饿了，而

该动物园唯一的母婴室又在大门外。

茅先生想在有空调的展览馆内用奶瓶

喂孩子，却被展馆工作人员制止。茅

先生认为上海动物园做法不近人情，

展馆工作人员则认为不在展馆饮食是

文明观展的通常要求。

一边是工作人员严格执行规定，

一边是婴儿面临基本生理需求，这场

看似简单的冲突，却反映出一个有普

遍意义的社会命题：当刚性规则遭遇

现实需求，管理者是否应保留一定弹

性和温度？这不仅关乎一个动物园的

管理智慧，也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

当前，国内绝大多数博物馆和展

览馆也严格禁止在展厅、展区或其他

公共场所内饮食，以防止食物残渣、液

体或气味污染文物、展品或造成滑倒

等安全隐患。部分场馆允许观众携带

食品和饮料入馆，但要求仅在指定区

域（如休息区、走廊长凳或餐饮区）食

用。应该说，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也是

必须的。文明观展，离不开游客的自

觉和规章的约束。

但任何规则都不可能预见所有特

殊情况，当规则与人的基本需求产生

冲突时，是否应考虑例外情况？

按理，母婴室是为婴儿喂奶的理想

场所，但据报道该园的母婴室只有游客

服务中心这一个，且未见明显的指引标

识。而且，该母婴室的位置离游客所在

的科学教育馆较远。这意味着，对携带

婴幼儿的游客可能会有一些不便。

况且，婴幼儿的生理需求具有不

可延迟的特殊性。婴儿饿了要立即进

食，且饥饿时往往会哭闹，既影响孩子

健康，也可能干扰其他游客。动物园

唯一的母婴室位于大门外，父母要么

是带着婴儿去较远的母婴室喂食，要

么在馆内迅速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展馆工作人员在

执行规定时，直接驱赶就显得有些不

近人情了。正如有市民接受采访时认

为，“一切规则都应以人为本。”虽然公

园有规定，但也需要看实际情况。如

果母婴室比较远，或者不够用，那么公

园应想办法提供更多合适的空间给宝

妈们使用。

如果对游客的不便多一点体谅，比

如帮助婴儿父母就近找一个僻静场所，

或临时开放员工休息区供其使用，很可

能就可以避免这起争吵了。相信这种

弹性操作和灵活处理，不仅不会破坏规

则，反而会赢得公众的理解与尊重。

常言道，“法不外乎人情，理不外

乎人心。”规则与人性常情并非对立关

系，而是相辅相成。这件事看似小事，

却给公共服务提了个醒：公共管理需

要温度，执行规则要有智慧。面对此

种特殊情况，不妨自问一句：如果这是

我的家人，我会希望怎样被对待？

来源：新京报

不让奶瓶喂婴儿？动物园何妨更友好
辛河

随着暑期临近，高校大门为何难

“打开”的话题，又引发关注。

一种声音是，大学校园向社会开

放，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独特作用，开

得越大越好。也有人对校园开放表达

担忧，比如担心干扰教学科研秩序、增

加额外工作量、加大成本开支、升高交

通及治安风险、容易被商业机构利用

牟利等。

对此，教育部官网曾在发布有关

政协提案答复意见时明确表示，大学

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

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

社会。

近年来很多高校陆续向社会开

放，如在旅游旺季增加更多预约名额，

推出校园固定旅游线路，组织志愿者

提供引导讲解服务等，但是高校开放

的话题为何还总能引发争论呢？

关键还在于“落差感”——校园开

放度以及对外开放过程中相关管理程

序设置与社会公众期待存在差距。

曾经，高校大门普遍敞开，校友返

校、市民健身、亲子游园、学术交流成

为校园常态。

疫情期间，高校严格入校管控。

然而在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的今天，

不少学校还是“扭扭捏捏”，校园大门

“欲开又止”——

有 的 采 取 网 上 预 约“ 限 制 性 开

放”，但不是名额太少就是预约程序

繁琐卡顿，不仅需填报身份信息，还

得人脸识别，将便民流程变成“通关

测 试 ”；有的像是“挤牙膏”，没预约

平 台 不 说 ，还 仅 限 周 末 刷 身 份 证 入

校；有的干脆仍采取全时段封闭，民

众压根找不到入校渠道。有网友坦

言，想进学校还得“有关系”，或花钱

找“黄牛”。

这种规避管理难度、维持“校内平

静”的做法，是一些高校管理思维落

后、校园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现。

大学开放，贵在真诚，重在落实。

化解“开放落差”，需要高校管理者正

视公众对重回校园、感受文化熏陶的

合理期待，拿出勇气和智慧，担起社会

责任，摒弃封闭思维，让大学回归其作

为公共空间的应有之义。

大学校园向公众开放咋就这么难？
新华网记者 乌梦达 魏梦佳 赵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