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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存钱存钱““梗梗””

近日，浙江湖州一位女士发视频称，去银
行存款5万元，却被追问在哪里上班、钱从哪里
来，并要求提供收入证明等，该女士感觉像在
审犯人，很不舒服，于是抽出100元，存49900
元，几分钟就搞定了，银行还送了一桶油。

2022年1月，央行等部门联合印发《金融
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
录保存管理办法》，其中规定，金融机构为自
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
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
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但由于5万元的
标准过低，不但不利于银行吸收存款，也加大
了工作量，加上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一规定并
没有落地。

近两年，随着防范电信诈骗和反洗钱力
度不断加大，相关部门对银行在开卡、存取款
等方面出台了不少限制性规定，本意是为了
保障金融安全、遏制大额金融犯罪。但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一些银行层层加码或者不知
变通，给客户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

专家指出，金融机构对客户进行尽职调
查是分内职责，但对储户账户的分析可以更
加精准科学，要修订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及时
更新信息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尽量简化手续、
优化业务流程，并给储户做好解释工作，这样
才能获得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据 2 月 1 日“新华视点”报道，近年来，
节约粮食、倡导光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不过，记者春节前后在上海、山西、广东等
多地调查发现，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
整，各地餐饮业正在复苏，一些地方“舌尖上
的浪费”故态复萌，其中，婚宴、自助餐、豪华
酒店为浪费“重灾区”，多因“面子问题”。

2 月 4 日新华社“生活观察”又披露，随
着我国外卖餐饮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叫外
卖已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生活
方式。然而记者走访发现，在餐后的垃圾
回收处时常有外卖被吃一半、扔一半，“舌
尖上的浪费”仍较严重。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文
件，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推出光盘行动等举措，“舌尖上的浪费”有
所改观，但一些地方故态复萌，需要探寻深
层次原因，常抓不懈，持续改进。

据调查，餐饮浪费出现反弹或者说难
以杜绝，主要原因还是碍于面子。

餐饮浪费大抵发生于宴请，宴请的目
的，要么是贺喜志庆，要么是求人办事，要么
是谢恩还情，不管哪种情况，无论自费公款，
为了气氛、为了体面，就不得不“阔绰”一些，
至于“吃不了兜着走”，更与这样的主题和场
面不搭调，所以，多就多了，倒就倒了，能不
浪费吗？

面子问题导致餐饮浪费在宴请中确实
比较突出，需要持续深入进行宣传引导并
采取科学配餐等相应措施。相比之下，小
店便餐、自助餐、外卖中的餐饮浪费，面子
问题并不突出。

比如小店吃便餐，食客为何不打包？
好多人中午就餐后接着上班，不可能提到
办公室去；晚上就餐后还要逛街，拎着也不
方便。这就不能简单归结为爱面子。

自助餐的浪费主要在于宁可吃剩、不
能吃亏的“自助餐心态”，这种“心理不平
衡”的潜意识造成的浪费，也与面子无关。

至于点外卖，大都是在家里或单位个
别人私下享用，吃不完留下还是扔掉，也几
乎不用顾忌面子。

那么，问题来了。从食客的角度看，固
然需要理性消费、把握好点餐的量和度，但
多数情况并不是那么好掌控，这就需要供
餐方多动动脑筋了。

对自助餐浪费现象的制约，这几年很
多饭店采取了不少讲原则、重规矩又不失
人性化的约束措施，需要不断坚持和推广。

外卖配餐及小饭店、大酒店堂食等，要
做的事情很多。

拿外卖来说，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一
些点餐的“隐形套路”就成了消费者超量点
餐的“推手”。比如，满减折扣、外卖红包已

成为点外卖的“标配”，种种促销活动常常
让消费者“越算越浪费”，有的时候点得越
多越便宜，不少人会为了凑满减、用红包而
强行加单；比如，“小份价格高、大份搞促
销”的惯常做法，致使消费者弃小追大，明
明喜欢小份菜，但因性价比不高、觉得不划
算而改叫大份；还有，“强凑起送价，点完吃
不了”的现象也很常见。

与外卖相类的促销手段，小饭店、大酒
店堂食也或多或少存在。餐饮企业为了业
绩而不考虑或者忽视浪费的问题值得重视。

所以，杜绝餐饮浪费，不仅要看“面子”
更需抓“里子”。一方面，通过不断宣传引
导，在消费方面让厉行节约的理念深入人
心、付诸行动；另一方面，需要从供方的角
度进行合理调剂，在核算成本、讲求利润的
同时，主动采取一些避免浪费的措施，让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春节过后，在全市上下掀起大力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热潮的背景下，各级共青团组
织开展了“感召游子返乡 参与家乡建设”的

“青春兴晋”行动，结合节后首场“春风行动”
招聘会的火热开启，返乡青年就业创业的热
潮悄然兴起。（《大同晚报》2月 7日）

什么才能让人才真正留下来？近年来，
我们时常能在新闻中看到，为了争夺人才，
许多二三线城市纷纷推出“送房子”“送户
口”“送钱”等措施，以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
引。这些举措虽然在短时期内有一定成效，
但对一些高校毕业生而言，对大城市依旧心
向往之。中小城市如何能留住人才？公平
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关键。

当前，我市正在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定了多条
帮扶措施，其中为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和用工
问题，民营企业引进的人才，符合条件的可
以享受我市相关的人才政策。在节后的首
场招聘会上，优质岗位的大量涌现打消了众
多返乡青年“归巢”发展的顾虑，为许多想要
在家乡就业的年轻人达成了求职意愿。

政府帮助企业留住人才，也为城市带
来了更多希望，可见，良好的政策和文化土
壤，才是人才的心之所向。

随着我市就业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机
遇正向每一位归来者张开怀抱，家乡努力
为青春梦想营造广阔空间，让更多返乡人
才在广袤的大地上大展宏图，为家乡的发
展贡献力量，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和喜悦。

以优良发展环境
吸引人才“归巢”

近日，有网友分享视频：发现大量布
洛芬连同其他药物一起被扔在楼下垃圾
桶里，这些药品均未拆封，保守估计有上
百盒。另有网友晒出自己购买的 1000 片
退烧药，因到货较晚失去了用途，处理很
棘手。此后，“上百盒布洛芬被扔垃圾桶”
登上微博热搜，连同此前多起类似事件，
引发“过期药危害有多大”和“囤药过多如
何处理”等问题的讨论。

布洛芬从“一药难求”到大量扔弃，对
于盛极一时的抢药热潮是一次反讽。防
疫政策优化调整初期，多种感冒药、退烧
药、止咳药等均被卖断货，布洛芬是最抢
手的药品之一。抢购风越刮越猛，理性的
提醒反倒被淹没。如今抢手药成为弃药，
是过度囤药的必然结果。

个人囤药过多最后不得不丢弃，难免
蒙受经济损失。浪费钱还是小事，过期药
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不容小觑。药品过期
而不自知，老年人和小孩易误服，甚至可

能危及生命。
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还有社会和生

态环境。药品不管是否过期，均含有各类
化学元素，随 意 扔 弃 会 污 染 土 地 、水 源 ，
对生物链造成威胁；若扔弃的是抗生素，
还 会 打 破 环 境 中 的 菌 群 平 衡 ，增 加 细 菌
耐药性；过期药还可能被不法商贩回收，
再 次 投 放 到 市 场 。 凡 此 种 种 ，无 不 让 人
对大量囤积药品、随意扔弃过期药等现象
感到担心。

上百盒布洛芬被扔垃圾桶，除了跟风
囤 药 者 当 吸 取 教 训 之 外 ，更 值 得 思 考 的
是，如何建立统一长效规范的药品回收机
制。过期药品属于危险废物，被列入《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应按照危险废物规范
回收。但是，回收涉及设立回收点、分类
保存与运输、集中销毁等环节，过程较复
杂，“谁来做”“如何做”等问题尚没有统一
的答案。过期药品回收花费不菲，赔钱回
收非长久之计。

回 收 尽 管 难 ，但 也 不 乏 一 些 行 之 有
效的做法。药品置换保险就是一种创新
做法，该模式通过政府与药企购买保险，
保 险 公 司 与 药 店 合 作 ，药 店 与 居 民 签 订
药 品 置 换 服 务 合 同 ，为 居 民 提 供 过 期 药
品优惠置换服务，居民因置换得到好处，
药 店 也 能 获 得 保 费 收 入 。 此 外 ，多 地 还
探 索 出 过 期 药 兑 换 生 活 用 品 、开 展 有 偿
回收公益活动等方式。还有医药公司探
索“ 互 联 网 +过 期 药 回 收 ”模 式 ，消 费 者
通 过 扫 描 药 盒 追 溯 码 ，即 可 一 键 呼 唤 快
递员上门回收。

无论通过哪种模式回收过期药，均以
过期药回收自觉意识为前提。倘若民众
的 回 收 意 识 普 遍 缺 乏 ，即 使 回 收 渠 道 多
元，随意扔弃现象仍会普遍存在。从源头
上看，减少药品浪费现象，还有赖于加大
药品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居民树立合理用
药理念，医院杜绝“大处方”，有关部门持
续打击炒卖药品行为。 据中青网

“上百盒布洛芬被扔垃圾桶”警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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