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岩珍档
夏季酷暑难耐，山城大大小小的防空洞

成为纳凉的好去处。每一个防空洞都有自
己的故事——红岩村后山中藏着的那个十
余米长的洞子，就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重庆
办事处的同志们为躲避日机轰炸而挖的避
难所。

由于条件有限，当时那个防空洞并未安
装电灯，洞内漆黑一片，且洞子挖得并不宽
敞，仅够办事处的同志们凑合着用。

空袭来临时，红岩村周边的群众也经常
跑来防空洞避难，这使得原本狭窄的防空洞
变得更加拥挤，空气也更加浑浊。不久后，
办事处出现了一些抱怨的声音。

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抱怨体现
出的是“为民意识”的薄弱。他便从共产党
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使命来教育同志们，并
指出：我们的防空洞应该随时都为人民群

众开着！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只

要他在场，每次躲避空袭，他都主动招呼附
近的群众进入办事处的防空洞。

一次日机来袭，周恩来招呼完大家进洞
后，日本飞机已经到达市区上空。可这时，
大有农场的主人饶国模和她女儿还在奔向
防空洞的路上。

饶国模身材臃肿，边跑边喘着粗气。周
恩来见状，赶紧迎上去搀扶着她，轻言细语
地说：“不要紧！慢慢走！不要摔倒了。”

饶国模见是周恩来，着急地说：“周先

生，你不要管我。你快到防空洞去！”
周恩来依旧扶着她，并放慢语速说：“不

要慌！如果飞机到了头上就蹲下来不要动，
现在飞机还没过来，可以走！”这样，饶国模
也镇静下来，反而加快了步伐，顺利地进入
了洞中。

据饶国模的女儿回忆，他们本来离国民
参政会的防空洞较近，那边的防空洞粉刷得
很好，还有电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
的太太在防空洞门口给母亲打招呼：“刘太
太，到这儿来！”（因丈夫姓刘，大家都称她为

“刘太太”）。可母亲却直摇手，径直赶往位

于八路军办事处的防空洞。
红岩村的防空洞不仅教育了同志、团结

了群众、守护了平安，还是中共中央南方局
的重要办公场所。

重庆夏季气候炎热，防空洞口却十分凉
快，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酷暑难耐时，就喜欢
在那里办公、看书、写文章，会见外国友人、
新闻记者和爱国青年学生。有时空袭时间
很长，他们还会在洞里给大家讲革命故事、
国内国际形势。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董志慧供
稿 记者何春阳整理）

红岩村的多功能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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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繁多：一年“整酒”送出礼金两三万

在重庆，遇到红白喜事会摆宴席招待宾客，应
邀出席的亲朋好友随“份子钱”表示心意，这种风
俗被称作“整酒”“泡酒”。

记者采访了解到，前些年在一些地方，除了传
统的婚丧嫁娶以外，“整酒”名目越来越多，五花八
门，甚至有些离谱。如怀孕整“保胎酒”、买新车整

“贺新车酒”、病好了整“康复酒”等等。
“整酒”花样层出不穷，成为群众沉重的负

担。一名生活在库区的群众算了笔账：一个农民
一年的收入平均不过三四万元，有些人份子钱就
要交两三万元。一些居民不堪“无事酒”重负，甚
至编了顺口溜：年年“整酒”有搞头，两年“整酒”打
平手，三年才办冤大头。

这样极端的案例并不罕见。
“我因收入微薄无法承担太多应酬，凡属丧

葬、嫁娶之外，所有一切酒席，拒绝参加，望亲朋好
友、父老乡亲多多理解，实属抱歉。”几年前，石柱
县桥头镇村医谢金华张贴抵制无事酒温馨提示，
就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谢金华向记者透露，自己贴“拒绝无事酒”告
示，纯粹出于无奈。从谢金华记事起，当地就有人
办酒席，其“由头”基本局限于婚丧嫁娶等大事，但近
年来，“整酒”的味道越来越不对了。“搬家酒、生日酒
越来越多，而且占了主力，你整我也整，‘无事酒’打
堆堆。”有一年春节前后，他“吃”了31次宴席，其中
只有4次是“结婚酒”，其余27次都是“搬家酒”。

在他的亲身经历中，最多的一天需要去参加7个
酒席。他当然没办法分身去7个地方各吃一顿，只能
有的请别人捎去“心意”；有的地方自己去，送出礼金、
说几句恭喜的话后离开，并不留下来吃饭。

这些“心意”在100—500元不等，具体数额取
决于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彼时，作为一名普通
的乡村医生，谢金华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元，老
婆没有工作，儿子还小，偶尔要补贴长辈，一家人
全靠他的工资，实在不堪重负。

谢金华并不是个例，整治“无事酒”已成为广
大老百姓的共同心声与期待。

在此背景下，重庆多管齐下，对“无事酒”加大
力度整治，使得大操大办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但
新苗头新问题又层出不穷：化整为零“分散办”、

“错峰”操办、“掩人耳目”异地办、他人“代办”等情
况纷纷出现。

不久前，綦江区就专门针对“无事酒”的隐性
变异问题出台了相关政策。

“无论是分批次、分时段、分地点分散办，还是
从本地挪到外地办……一些党员干部为了规避监
督可谓是绞尽脑汁、手法层出不穷。”綦江区纪委
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徐杰介绍，为此，綦江
区纪委监委进一步完善细化婚丧喜庆事宜报备制
度，明确“向谁报”“何时报”“怎么报”等流程，除事
前向所在党组织报告、纪委备案，事后也需要报告
实际操办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异地办酒”现象出
现，綦江区纪委监委与相邻的贵州省遵义市习水
县纪委监委进行了“联手”，形成《遏制大操大办推
进移风易俗协同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机制》，积极探
索日常监督、问题线索移送、案件查办、信息沟通、
问题反馈、廉洁风险防控及清廉文化宣教等方面
跨区域联合协同监督执纪执法工作模式。

屡禁不止：送了不少人情，好不容
易有机会必须“回本”

俗话说：“无事整酒人人怕，当面恭贺背后
骂”。既然都明白无事酒的危害，但为何就是屡禁
不止，春风吹又生？

可用一句话概括原因——送了不少人情，好
不容易有机会必须要“回本”。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整酒”如今已成
为一种恶性循环。一些人送过礼钱，就会想办法
将钱捞回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个名目“整酒”。

“我在劝阻别人不办无事酒的时候经常听到
他们说，其实也不想整酒，但是这些年送了不少人
情，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只想‘回本’！”一位社区干
部这样告诉记者。

“整酒”的初衷，本来是亲友间交流感情，但随
着“无事酒”的盛行，整来整去就变味了。

近年来，我市多地出台“治酒令”。但记者梳
理发现，各地“治酒令”相关规定差异较大，效果也
各不相同。

有的地方只限制党员干部“整酒”，有的地方
则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起管。各地普遍规定，

除婚丧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整酒”，但在具体的
参加人员以及“整酒”的规模上，规定并不一致。

在只规范党员干部整酒的地方，党员干部管
住了，但普通群众整酒之风依旧盛行。有些地方
虽然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一起管，但因为对群众
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群众整酒之风依旧。

面对群众“只想回本”的心态，以及“治酒”方
式的匮乏，究竟该如何突破？

“无事酒的治理是涉及各级领导干部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问题，屡禁不止有着多元交织的原
因。”在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金
莹看来，根源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传统观念束缚，
是否参加无事酒很大程度上成为是否看重、能否
维系人际关系的标准，特别是在年龄偏长的部分
人看来，不仅关系个体间的关系，还牵涉家族关
系，哪怕是表面的维系也是必须，即使身心俱疲也

“拉不下情面”拒绝。二是不良社会风气导向，社
会治理法治化、规范化还在建设中，仍然存在“熟
人好办事”的空间，通过聚会“笼络”熟人成为一种
长远利己的行动逻辑。三是以财为先的利益驱
使，无事酒与随礼的紧密关系，使得“拿出去了要
赚回来”的利益考量，甚至是借机敛财、伺机行贿
等利益计算成为巨大驱动力。

针对上述根源，金莹建议要用当下丰富多彩
的线上线下生活，代替文化生活单一时“吃饭喝酒
是唯一方式”的理念。同时，持续推进法治建设和
治理现代化，用规范化、数智化的运行机制减少

“人情操作”的空间，增强公平公正的社会风气。
还要采取奖惩结合的机制，一方面将不办无事酒
作为文明村镇、和谐社区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加
强惩戒，对借机敛财、伺机行贿的，以党纪法规增
加其行动成本，形成威慑力。

移风易俗：让喜事新办成风尚

“通过约谈，我知道了操办升学宴是违反廉洁
纪律的，尽管娃儿今年高考成绩不错，不少朋友也
劝我办个升学宴，但作为党员干部不但不能带头
违纪，还要发挥好表率作用。”日前，开州区实验中
学安稳办主任秦魏接受区纪委监委派驻区教委纪
检监察组“一对一”约谈提醒后这样说道。

“升学宴”“谢师宴”也是“无事酒”的一种表现
形式。

当前已进入高中大学录取升学的关键时间节
点，开州区纪委监委将整治“升学宴”“谢师宴”作为
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的重点，要求各级党组
织全覆盖开展摸底排查、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全覆盖
开展约谈提醒，给党员干部敲“警钟”、打“预防针”。

为了刹住“整酒风”，我市各区县已经在探索
利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手段进行引导。
如南岸全区48个行政村建立了红白理事会、道德
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四会”组织。
同时，确定了南山街道放牛村、长生桥镇凉风村
等10个村（社区）作为移风易俗示范点开展典型
培育，推动农村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强有力的监督，也是“治酒”的重要手段之一。
江津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廉情监督员“探头”

作用，深入一线开展监督，对群众举报投诉反映的
违规违纪问题线索认真核查、及时处置，推动各镇
街各部门从实际出发纠治歪风陋习，以点带面成
风化俗。同时，江津还将“说”和“改”贯通起来，将
违规操办酒席和参与“无事酒”案件制作成典型案
例，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今年以来，当
地查处违规操办酒席问题10件15人。

今年4月，万州区纪委监委在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中，将违规操办和参与婚
丧喜庆问题作为整治重点，针对8类隐性变异问题，
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截至目前，万州区今年已查
处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4件4人，规范简办
婚丧喜庆事宜70起，劝停举办“无事酒”32起。

大足区纪委监委对违规操办宴席一直保持
零容忍态度，先后印发《中共重庆市大足区纪委
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廉洁纪律
规定。

丰都县建立信访举报快速反应机制，对接到
的关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举报
实现快速反应、快速处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操
办酒席行为。

……
当然，整治“无事酒”并非一日之功，需要综合

施策，协同整治。令人欣喜的是，《重庆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经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实施，“节俭办理婚丧嫁娶等活动”写入条
例，为推动移风易俗提供了法治保障。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各位亲朋好友，原定于本月为孩子举行
的满月酒取消，如有打扰，敬请见谅。”近日，
一条撤回的喜宴邀请消息，在江津区圣泉街
道居民群里收获了乡邻们的“大拇指”。

撤回邀请的当事人是该街道的社区
干部刘玉（化名）。如今，刘玉正忙着宣
传“无事酒”整治，还倡议群众不整“无事
酒”，争做文明传播者。可一周前，刘玉
却里里外外忙着操办孩子的“满月酒”。

转变发生在一次谈话中。
“我们很理解你喜悦的心情，但现在

都提倡树文明新风，不兴整‘无事酒’
了。”圣泉街道纪工委书记吴雪梅了解到刘
玉要办“满月酒”后，第一时间登门来访。

“社区干部带头办‘无事酒’，这股歪风一定
要刹住，决不能让干部‘无事酒’变群众‘伤
心酒’！”

吴雪梅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刘玉办酒
的心思：“对，吴书记说得对，这个满月酒我
不整了！”

“那这消息？”
“撤回，马上撤回！主打就是一个听

劝！”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相视而笑。
主动撤回“整酒”邀请，是近年来重庆大

力整治“无事酒”的一个缩影。
前些年，我市部分地方兴起了一股不

正之风，搬家酒、满月酒、喜封金顶酒……
各种五花八门的“整酒”名目，打着庆祝、
团聚的幌子，实则成为某些人炫耀、攀比、
牟利的工具，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当前正
值暑期，升学宴、谢师宴又有抬头之势。
为了“刹住整酒歪风”、弘扬新风正气，我
市各区县多措并举开展抵制滥办乱办、大
操大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切实减轻群
众人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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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桥头镇乡村医生谢金华把“拒
绝无事酒”的温馨提示贴在了村头的墙
壁上。（资料图片）

记者 蔡正奋 摄/视觉重庆

何为“无事酒”
指除婚丧嫁娶之外的各种名目的宴

请，如祝寿酒、乔迁酒、升学酒、满月酒、
周岁酒、参军酒、开业酒、冲喜酒、出院
酒等。

这些宴请通常以各种名义邀请亲朋
好友参加，并收受礼金。这种不良现象，
不仅扭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增加了群
众的经济负担，还容易滋生借机敛财、攀
比浪费等不良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文明。

为了整治这一陋习，各地采取了多
种措施，包括发布倡议书、设立举报电
话、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村规民约等，引
导群众自觉转变观念，破除陈规陋习，弘
扬节俭风，抵制攀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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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防空洞外的席棚下接见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