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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德国总理访华期间，在南京一

间酒店用早餐。 在拿食物时，她不小心把一

片面包掉在地上。 她不让赶过来的餐厅经

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盘中接

着吃。 很多中国读者对此表示肯定。

实际上， 这种吃饭不浪费的现象在德

国非常普遍。 反倒是人们在餐馆里就餐时

浪费粮食，一旦遭举报，就会被罚款。

记得几年前，一个考察团来德国访问。

德国驻地的同事看到他们已经很饿的样

子，就多点了些菜。 当时，餐馆客人不多，上

菜很快，他们的桌子很快被碗碟堆满，结果

剩了三分之一的菜没有吃掉，剩在桌面上。

等他们结账出门时， 听到餐馆里有人

叫他们，就回头去看，原来是几个白人老太

太在和饭店老板说着什么。 看到他们都走

过来了，老太太改用英文说，你们剩的菜太

多，太浪费了。

考察团团员们觉得这些老太太多管闲

事，“我们花钱吃饭，剩多少是自己的事。 ”

一位团员当时站出来说。 这时，德国老太太

更生气了， 其中一位老太太立马掏出手机

拨打电话。

不一会儿， 一个穿着制服的城市秩序

局的工作人员就开车来了。 问完情况后，这

位工作人员立即拿出罚单，开了

50

马克的

罚款。 团员们很吃惊，但也只好拿出

50

马

克。

这位工作人员收下罚款， 郑重地对他

们说：“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 钱是你自己

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

缺少食物，你们不能也没有理由浪费！ ”当

时，团员们的脸都红了，连声道“对不起”。

其实，德国虽然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

制度也相对完善，基本不存在人们吃不饱、

穿不暖的问题， 但他们一向非常重视对国

民进行珍惜粮食和资源的教育。 在幼儿园，

孩子们就餐时， 老师会有意识地 “按需分

配”，一次不盛太多，有需要的孩子可以再

加。 在家里，孩子如果浪费粮食，会被家长

惩罚劳动。

德国各地一般都有自己的相关规定 。

很多餐馆都贴着明文规定， 自助餐和点餐

都不能浪费。 如果浪费，任何见证人都可以

向城市秩序局等相关机构举报， 工作人员

会立即赶到，并按规定对其罚款。

难怪，德国人在餐馆就餐时，都会先仔

细想想自己能吃多少再点餐， 吃完饭后甚

至连菜汁都不剩。 如果实在有剩菜，他们通

常也会向店主说明情况，把饭菜打包回家。

在家里做饭时，更是精细，通常都称量后再

做，几乎从没有剩菜剩饭。 新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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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以喜欢读书著称。 不论在首

都莫斯科

,

还是在其他城市

,

不论在公园里

,

还是在地铁车厢内

,

到处可见有人在读书或

看报。

1.4

亿俄罗斯人的私人藏书就有

200

亿册

,

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

300

册。 因此

,

俄

罗斯获得了世界上“最爱阅读的国家”的美

誉。 这一直是俄罗斯人的骄傲。

近些年来

,

俄罗斯出版社的数量和出版

图书的种类比前苏联时期都有明显增加。

但许多俄罗斯人却不再光顾书店

,

有些人甚

至自从走出校门后就再也没碰过书了。 据

相关部门统计

,

在俄国，传统印刷品读者正

在以每年

2%

的速度减少。

日前

,

俄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副署长

格里戈里耶夫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

采访时说：“如今

,

中学生经常读书的比例不

足

10%,4

年前是

13%

。 多数成年人根本不

读书

,

也不买书

,

家庭读书和藏书的传统已

经丢掉了。 ”

专家指出

,

人们之所以对书籍兴趣下

降

,

罪魁祸首是电视和互联网。 电视里播放

的“真人秀”、娱乐节目和没完没了的连续

剧消磨了人们的“沙发时光”。 风光无限的

电脑网络世界也让俄罗斯人无暇读书。 莫

斯科最大的新阿尔巴特书店工作人员叶连

娜对记者说

:

“现在人们购买的大多是参考

书、词典以及诸如教你如何暴富、如何快速

减肥、怎样嫁个好老公之类的书。 文学作品

当中

,

人们只买科幻小说和畅销小说。 ”

这一情况引起了俄政府的高度重视

,

并

将其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俄政府提

出

,

要在国家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

,

制定《民

族阅读大纲》

,

保证俄罗斯读书人数量的快

速增长。 这一大纲力图调动俄联邦政府各

个部门、地区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出版业、

传媒、作家协会等各方力量

,

并以国家法律

作为保障。 大纲要求在出版、运输和传播儿

童书籍方面提供国家保护措施

;

以组织竞赛

或其他方式支持和激励作家为儿童和青少

年创作出有意义的图书

;

国家支持图书馆的

措施

;

创建俄联邦国家权利委员会下属的联

邦阅读研究中心等。

俄罗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大型社会

组织———全俄书籍爱好者志愿协会

,

简称书

迷协会。该协会已成立

20

多年

,

总部设在莫

斯科。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职书迷协会工

作委员会

,

由知识界知名人士任主席团成

员。 书迷协会经常组织读者与作家见面

,

座

谈创作体会等多种多样的活动。 协会所属

的读书俱乐部还经常组织书评活动

,

不断向

书友推荐好书。 书迷协会在组织读书、藏书

和交流方面

,

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方面以及

培养人们读书兴趣和良好风尚方面

,

确实起

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

,

俄政府

2006

年专门出台了一个

“培养读者兴趣、鼓励年轻人读书”的国家

项目

,

并通过媒体做广告来进行宣传。 俄政

府还特地把

2007

年确定为“读书年”

,

这一

切都是想培养本国青少年对阅读的兴趣

,

让

“读书重新成为一种时尚”。

俄罗斯文化部副部长丘科夫斯卡娅日

前指出

,

俄罗斯目前有

5

万个图书馆

,

如果

我们能让孩子们爱读书

,

他们受教育的水平

肯定会大大提高。

为解决让孩子们喜欢读书问题

,

最近

,

俄罗斯教育科学部、俄文化部、俄联邦出版

与大众传媒署和莫斯科政府联合发起和举

办了“阅读经典”竞赛。 竞赛在俄罗斯联邦

83

个联邦主体同时举行

,

竞赛的参加者是

6

年级学生。 组织者认为

,

孩子们能否终生喜

欢读书

,11~12

岁是一个关键阶段。 据组委

会工作人员透露

,

参加此次竞赛的中学生能

达到

250

万人。

竞赛规则要求参加者自选短篇或小说

中某一章节

,

著者和书籍不限

,

可背诵文章

,

也可看书朗读

,

评委会根据参赛者的技艺、

对朗读文章的理解及语言表达的规则进行

评分。 竞赛先从各个学校开始

,

全国精选出

的最优秀选手将在今年

6

月

1

日聚集莫斯

科

,

参加全国决赛。

俄教育专家指出

,

提高孩子们智力最简

单、 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大量阅读文

学作品。 孩子们书读得越多

,

他们就会越聪

明。 光 明

V

i s i o n

环球

婚 育

视 野

2012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二

/

编辑 翟 艳

/

校对 梁秋菊

/

组版 李新战

3

2012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二

/

编辑 翟 艳

/

校对 梁秋菊

/

组版 李新战

V

i s i o n

沙 龙

本报讯 元宵佳节期间， 在市人口计

生委的统一部署下， 我市各级人口计生部

门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大型宣传

活动，为广大计生家庭营造了吉祥、欢乐、

幸福的节日氛围。

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各县市区人口计

生部门通过版面展示、设立咨询台、出动宣

传车、发放计生宣传品等形式，深入宣传男

女平等、优生优育等新型婚育观念，让广大

群众进一步了解现行生育政策， 计生家庭

优惠政策等，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实行计划

生育。

开展文艺宣传。 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充

分发挥婚育新风宣传队、 计生文艺宣传队

作用，利用人口文化大院等宣传载体优势，

开展一系列寓教于乐、 内容丰富的文艺演

出，通过戏曲、舞蹈、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宣传人口计生知识， 宣传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

开展年俗文化宣传 。 各县市区以各

种民间文艺活动为载体 ， 结合传统年俗

文化活动元宵灯谜会 、 元宵灯展 、 舞龙

灯 、舞狮子等形式 ，借助群众赶庙会 、元

宵节会演等时机 ， 开展形式多样的计划

生育文化表演活动 ， 将人口计生知识巧

妙地融入到传统年俗文化中 ， 既宣传了

计生知识， 又体现了趣味性和娱乐性，受

到广大群众欢迎。

开展便民服务。 各县市区积极组织计

生工作人员深入城镇、农村，以送宣传、送

服务、送温暖“三下乡”活动为主，开展生殖

健康服务、婚育文化知识传播、农技推广等

为民服务活动， 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

（杨雁冰）

我市人口计生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市人口计生委举办元宵灯谜会。 王中贺 摄

解放区人口计生委举办文艺专场会演。 崔丽萍 摄

马村区人口计生委举办计生歌舞表演。 王中贺 摄

修武县人口计生委举办人口计生摄影展览。 王 平 摄

武陟县人口计生委组织计生宣传队进行舞龙表演。 李洪锋 摄

温县人口计生委在城区主要路段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和

避孕药具。 朱宝军 郭新艳 摄

孟州市人口计生委与市委宣传部联合开展“计生梨园大舞台”节

目巡演。 李 丽 摄

美国企业发展公司近日发布了一份“流动资产贫困”

家庭审查报告，称美国

43%

的家庭，约

1.3

亿人属于“流动

资产穷人”，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存款的“月光族”。

穷人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说以生活在该国“贫困线”

之下为标准， 美国有

15%

约

4600

万人属于这个范畴；但

如果将范围扩大到工资只够日常消费，一分钱也攒不下，

那人数就大得多了。 事实上，几乎一半美国人是“穷人”。

“家庭如果没有积蓄就无法在经济上打造更安全的

未来。 ”接受美国《哈芬顿邮报》采访时，企业发展公司国

家和地方政策部主任詹妮弗·布鲁克斯说。

该公司在刚刚发布了一份“流动资产贫困”家庭审查

报告，称美国

43%

的家庭，约

1.3

亿人属于“流动资产穷

人”，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存款的“月光族”。 他们距离贫困

只有一场危机之遥，一旦遭遇裁员或者患上急病，他们完

全没有储蓄或其他资产可帮自己渡过难关，

3

个月内生活

水平就将跌至“贫困线”以下。

调查强调，许多美国人目前都在为生计发愁，经济复

苏只是徒有虚名。 虽然大衰退两年多前就正式结束了，但

失业率居高不下，多数工人的工资都没有上涨的动静。 对

更多人而言，不用担心下岗、经济无忧的生活仍然遥不可

及。

同时，企业发展公司警告说，很多“流动资产贫困”家

庭因为收入尚稳定，以及长期透支消费的习惯，而没有觉

察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危险。 “他们未必认识到中断收入

或中断健康福利与他们的生活如何息息相关， 他们距离

欠债只有一张薪水支票之遥。 ”非营利组织“俄亥俄政策

问题”的大卫·罗斯坦说。

在美国，有一类名为“发薪日贷款”的金融机构，专门

发放短期小额贷款，以帮助借款人支付意外支出，借款人

必须在下个发薪日之前偿付本息。 企业发展公司表示，这

样的金融机构对于美国家庭来说， 往往意味着诱惑和收

支失衡，它会将人们引入难以逃避的漫长的债务周期。

“人们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这就好比汽车出了一次机

械故障。 也许他们不了解，一旦形成不良消费习惯，每隔

一周，他们都要回到发薪日贷款机构借钱。 ”企业发展公

司官员说。

其他最新研究也显示， 许多美国人对金融突发事件

准备不足，一旦股市下跌，房子贬值，工资下降或是未按

预期上涨，很多家庭就会陷入现金链断裂的困境。 企业发

展公司提醒，人们最好算计着过日子，做好预算和控制支

出尤为重要。 青 参

鼓励青年人读书

俄制定《民族阅读大纲》

餐馆都有明文规定 谁都可以电话举报

在德国，吃饭浪费要挨罚

没有存款，距贫困只有一场危机之遥

报告称：

近半数美国家庭

是“月光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