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糕和大头菜奖学生
“食在”的激励机制需要被看见
郑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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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手机从年夜饭开始”
众多媒体共同倡议的背后意义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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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相

街谈巷议
近日，宁波一家企业向350名员

工每人发放了价值500元的“敬老
金”大礼包。2011年起，该企业设立
敬老基金，每年向员工父母送去关
怀和祝福，通过邮寄或让员工捎去
每户500元的“敬老金”。今年，“敬
老金”以大礼包形式发放，有海鲜，
土鸡，腊肉，也有年糕、坚果等。

1月21日《宁波日报》

年终岁末，许多企业都会给员工
发放各式各样的红包、礼包，以感念、
慰藉员工过去一年的辛劳。清新而稀
缺的“敬老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替
员工尽孝”。虽然“敬老金”并非企业
的角色义务，但是该企业十多年如一
日坚持；“敬老金”不仅是一种经济现
象，还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

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社会
中，“敬老金”不仅传递出尊老敬老
的符号信息，也饱含补偿心理——
子女常年在外务工，不仅难以照料
和陪伴父母，也会将孙辈托付给老
人“隔代寄养”；那些留守在家乡的
老人们，为了让子女“轻装上阵”作
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敬老金”
传递出一家企业对老人们的尊重与
敬意，让老年人的价值得以被重新
发现和认识。

最是牵挂暖人心，“敬老金”的
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将员工的父母
放在心上，营造一种宽厚、仁爱的企
业文化。虽然每年 500 元的“敬老
金”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一个家庭的

生存生态，但企业对员工及其父母
的关心和善待，通过“敬老金”得到
彰显。说到底，员工并非孤立的原
子，员工也并非没有思想和情感的
兵马俑，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精神
世界；对员工父母的牵挂，何尝不是
一种“爱屋及乌”的体现。

对于企业来说，有“舍”才会有
“得”。虽然企业每年都会在“敬老
金”上花费一笔钱，但这笔钱却真正

“好钢用在刀刃上”。一方面，企业
对员工父母的关心呵护，员工自然
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另一方面，“敬
老金”在乡土熟人社会得到迅速传
播，不仅提升了企业形象和美誉度，
也会吸引更多老乡加入企业，在无
形之中成为出奇制胜的招聘广告。

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当下，
“敬老金”是否是一笔亏本买卖？企
业既要牟利，也要保持良好的声誉
与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道义经济
学”将经济学上的计算置放在道德
的框架内，企业的厚道、仗义会转化
为口碑等无形资产，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生意兴隆，这一切在“敬老
金”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座城市，
人都是核心。“敬老金”不仅能够提
升员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让老员
工“ 留 得 住 ”，也 让 新 员 工“ 进 得
来”。只有那些真正有格局、有胸怀
的企业，只有那些真正懂得尊重和
善待员工及其家人的企业，方能在
激烈的大浪淘沙中勇立潮头。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传媒学
院教授葛继宏在今年的省两会上
递交了“放下手机从年夜饭开始”
的提案，引发广泛反响。从21日
起，钱江晚报、扬子晚报、江淮晨
报、宁波晚报、温州晚报、南湖晚报
等长三角和浙江省内多家媒体，将
加入到“放下手机，从年夜饭开始”
的公益行动中来，共同倡议更多人
放下手机多陪伴。

1月21日《宁波晚报》

从一则政协提案扩展到众多媒
体的共同倡议，实属罕见，足见葛教
授的建议何等及时、何等深入人
心。对此倡议，笔者举双手赞成！

对于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
一年一度的年夜饭具有特殊意
义。它不同于婚宴，也有别于一
般的聚餐，如老同学聚餐、老战友
欢聚、同事欢宴，营造的是一种喜
庆氛围，年夜饭则不然，其主导的
情绪价值是基于伦理价值的亲情
回归，因此，一餐年夜饭，自始至
终应该洋溢着温馨而又浓浓的亲
情味。但随着农耕社会进入到数
字化社会，旧时常见的温馨景象
似乎不再。

本来嘛，围坐在一起的往往是
几代人，有三代同堂的，也有四代
同堂的，年龄差形成的代沟客观存

在，因此长辈与晚辈说不到一块的
现象难免存在，此时此刻，如果晚
辈沉浸在手机世界里，无视长辈的
存在，将长辈晾在一边，说轻了，是
冷漠，说重了，是不孝。

如果今年春节的年夜饭，大部
分家庭都是在“年轻人在低头玩手
机、老年人枯坐一旁喝闷酒”中度
过，那不只是家庭的不幸，也有负
申遗成功的“春节”美名。

2024 年 12 月 ，“ 春 节—— 中
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
对“春节”这一中国人的传统节
日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权威认
同，而如今，要是把春节最有代
表性和仪式感的年夜饭办成一场
索然无味的“手机宴”，那春节这
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岂非
徒有虚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
众多媒体为何要把“放下手机从年
夜饭开始”的倡议当作一场公益活
动来推进。说白了，吃年夜饭时放
下手机与家人共享亲情，这不是你
一个人的事，而是关乎家人的共同
利益，尤其是关系到对中国传统文
化和礼仪的守护和传承，有助于对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的不断深入和推进。

阿拉有话

企业“敬老金”
传递对员工的尊重与善待
杨朝清

记者近日走访天津市多个人流量较大的商场发现，有不少宠物店在门
口张贴“免费领养”的告示，实际上却要求消费者以分期购买宠物用品等方
式领养宠物，消费者签订协议后，每月会从支付宝自动扣款，用来购买商家
提供的宠物用品。在此过程中，消费者还会面临宠物用品价格虚高、解约难
等问题，甚至出现“宠物已经离世，贷款还要还几十期”的情况。

1月21日《法治日报》

甘蔗、年糕、竹笋、大蒜、大头
菜……期末表彰，这样的奖品你
爱了吗？1月 18日，宁海县深甽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期末颁奖仪
式，获奖的同学不仅能带着奖状
回家，还能手抱肩扛一份特殊的果
蔬礼物。

1月21日《宁波晚报》

年糕和大头菜看起来数量不
多，价格也不算高，值不了多少钱，
也许比不上发放现金的奖励。但
是，年糕祝福孩子们步步高升，大
头菜不但寓意“中头彩”，而且是同
学们在校园“月星山学农园”里亲
手栽种的。颁发这样接地气、有寓
意的奖品，颇具匠心，学校方面一
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后，
才做出的最终决定。

深甽镇中心小学一直重视劳
动教育，所以才会脑洞大开，将学
校种植园里种植的部分蔬菜奖给
学生，希望大家既能深刻领悟“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也能共
享收获的乐趣，还能与家人一起分

享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所拥有
的满满的成就感。

取得好成绩可能会改变命运，
如果不行，最起码也能改善家庭伙
食。真的应了一句老话：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
后面似乎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书
中自有年糕和大头菜香。

其实，说到底，奖品是年糕还
是大头菜并不重要，奖品值多少
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奖品本身
的激励作用。就地取材的奖品，
既直观，又显眼，对获奖者本人来
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对其他同
学来说，则是学习有榜样、追赶有
目标，以达到见贤思齐、互帮互学
的目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
满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匠心
独运的年糕和大头菜用来奖励学
生，这种“食在”的激励机制需要被
看见，最终形成你追我赶、奋勇争
先的良好学习氛围，从而激励更多
优秀的同学脱颖而出，一起进步，
传递校园正能量。

漫画 严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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