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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赏南怀懂有关做人有三个错误是
不能犯的遗言——

“人有三个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是德薄而
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这三种错误。是提醒做人的哲学”当今之
世，世道诡谲、浮躁，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或政
治行情，不少的人是反南怀理的告诫行事的。
追求的是名利，追求的是虚假的声誉，逞强的
是不符能力的权位……

“名为公器”，是严肃的行规。《庄子·天运》中
引老子的话：“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
蘧（qú）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这是
反之而会犯错的。白居易有领悟曾写《感兴》的
诗，说“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南怀瑾提做人不能犯三错，是他平生阅历
所得、观察世事的良言，在演讲录《论语别裁》
中散见于他作的分析，但遗憾的是未能就此作
进一步的发挥。我想，连孔子也自惕于名位，

他曾叹息：“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欲望鲁而不
见，归而任教。”孔子这番叹息，是知道自己无
名正言顺的职位；想到鲁国从政而不可得，只
好回头从错事教育以收弟子传教了。

多年前，曾有金陵之游，于中山陵旁得见
一座墓园，墓碑上刻的姓名是“廖仲恺、何香凝
之墓”，别无一字叙及生平事迹。谁都知道廖
仲恺、何香凝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功勋人
物，廖被蒋汪暗杀，何则继承廖志，追随中国共
产党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大业，成为杰
出的妇女英杰。可是廖何去世之后，不争八宝
山尺寸的墓地，而双葬于孙中山陵寝之旁，墓
碑也只字不叙及生平壮烈的事迹。他们堪称
做人的典型。 （摘自《特区青年报》）

《增广贤文）日：“贪他一斗米，失却半年
粮。争他一脚豚，反失一肘羊。“占便宜之害，
跃然纸上。古代兵家也讲究予取先与，想从对
方那里得到什么，必先给对方一点甜头，使之
放松警惕，然后找机会夺取。

春秋时期，晋国旁边有个小国叫仇繇。晋
国大夫智伯瑶想攻打它，然而道路险阻，战车
无法通行。他就铸造了一口铜钟送给仇繇国
君主。这口钟非常大，要用两辆车并在一起才
装得下，必须修筑一条道路方可送达。仇繇国
大臣赤章曼枝劝国君不要接受礼物。理由是，
只要修桥铺路迎接大钟，智伯瑶的大军就可以

尾随而至。可惜，仇繇国君没有接受意见。果
不其然，仇繇国就这样被智伯瑶的军队灭掉
了。

无独有偶。公元前256年，秦国攻打韩国
上党，上党太守冯亭无力抵抗，想出一计——
献上党之地于赵。他的用意很清楚：转移秦军
注意力，将战火引向赵国。面对冯亭送来的大
礼，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高兴极了，还封他为华
阳君。这让秦国十分愤怒，随即举重兵攻打赵
国，差点把邯郸灭了。司马迁评论平原君：“翩
翩浊世佳公子也，然不睹大体。”说平原君，因
为贪图小利，结果吃了大亏，差点亡国。

有人说，吃亏是福。但不少人生怕自己吃
亏，每天都在算计着如何占便宜。其实每一分
收获都需要点滴积累，需要一个过程。不管什
么时候，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利益，看不到
它背后的代价，没有不上当受骗的。

我见过有的人，一见商场打折，就蜂拥而
至，结果花了钱，买回一大堆用不着的东西；有
段时间朋友经常发微信让我帮她点赞，说集够
25个“赞”就能免费领礼品，至今还没见她领到
过；前不久，有卖保健品的以“参会送鸡蛋”为
幌子吸引老年人参会，有人架不住忽悠，鸡蛋
是领了，那些乱七八糟“奇效”的保健品也买了
不少……

晚唐诗人李群玉在《放鱼》中写道：“早觅
为龙去，江湖莫漫游。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钻
钩。”不管做人还是做事，都应该学会慎独、慎
微，自觉抵制诱惑。 殊不知，有时别人啖以重
利，香饵恰恰是毒饵。 （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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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万 象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公
务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通制，但从家庭餐桌到酒馆
饭店，食客已散、佳肴未动的餐饮浪费现象仍不少
见。

眼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为各国敲响警钟，有
人说，尽管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安全问题
依然不容小觑；也有人说，考虑到今年干旱、洪水、
疫情等因素叠加下可能导致的粮食减产，狠刹浪
费之风，比任何时候都更紧要。小小餐桌，何以牵
动中国？

巨量
其实，食物浪费并非“新鲜”现象。仅从一组

数据，就能看出这种浪费规模之巨：6年前，联合
国粮农组织、国家粮食局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生产
的粮食中，有35%会在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环节
被浪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科院联合发布的

《2018 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2013 年至
2015 年，中国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总量约为
1700万至1800万吨——请注意，仅仅是“城市餐
饮”这一环。

在这一环上浪费的1700万至1800万吨粮食，
够 3000 万至 5000 万人吃一年，相当于 2015 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的3%。同年，中国粮食进口量超过
1亿吨，其中水稻、小麦、玉米进口量逾1100万吨；
也就是说，光是城市餐饮业一年浪费掉的食物数
量，就超过了中国该年主粮的进口数目。

环节
巨量食物浪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食物的

损失和浪费，通常发生在食品供应链前端和末
端。前者指食物在生产存储、分配、零售环节的损
耗，后者指食物在消费端被人为丢弃浪费。近年
来学者研究表明，消费端食物浪费在中国整个食
品供应链中占比最高：

一是餐饮业的食物浪费。2018年，中科院等
机构对北京、上海、成都、拉萨4座城市366家餐馆
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城市餐饮业人均食物
浪费量约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

二是家庭餐桌的食物浪费。2016年，中国人
均家庭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年7.6至10.9千克，全
年家庭食物浪费总量为1055.6万至1501.6万吨；

三是中小学校的食物浪费。2018年，城市中
小学生每人每餐要浪费 130 克食物，浪费率为
22%。在物质条件日渐富裕的当下，“舌尖上的浪
费”确实触目惊心。

形势
有人问，“煮多了”或者“点多了”都是自己的

事，难道还能造成天大的影响？都是花自己的钱，
凭什么要全社会来约束？不妨算笔账：

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比斯利提
供的数据，全球每天有8.21亿人挨饿，另有1.35亿
人正走向饥饿的边缘。联合国在2015年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中专门制定了一项具体目标：
只有在零售和消费端将人均全球食物浪费减半，
地球才可真正进入“可持续时代”。一些消费者认
为吃饭讲排场、比阔气、爱面子、吃不完是自己的
事，但实际上，全球每年生产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
被白白浪费，最多可致“每天30万人饿死”。

在“资源账”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博士刘晓洁认为，食物浪费意味着大量水、土地
能源以及各类生产资料的无效消耗，同时增加了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环境负荷。

《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北京每
年餐饮食物浪费的生态足迹为30万公顷，约为全
市耕地面积的1.3倍；按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徐捷的说法，全球每年约有13亿吨粮食被浪费，

“相当于每年投入农业生产的 14 亿公顷土地和
2500亿立方米地表水、地下水被白白浪费”。

对中国而言，反对铺张浪费更是一笔“精神
账”：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决清理整顿“舌尖上的
浪费”“酒桌上的应酬”，到制定《党政机关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条例》，从启动节俭美德全民节约行
动，到发起吃尽盘中餐的“光盘行动”，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传统不能丢。

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俄罗斯、越南、

泰国、哈萨克斯坦等10多个国家宣布限制或部分
限制粮食出口。那么，中国的粮仓储备足不足、数
量够不够？“厉行节约”是否意味着“粮库告急”？
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

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4年稳定
在 6.5 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470 公斤左
右，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远高于17%至18%的国际
警戒线；中国谷物自给率申超过95%，稻谷和小麦
完全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一句话，中国
已经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

但白皮书也指出，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
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现在绝非松气懈劲的
时候一中国人均口粮消费虽然稳中略降，但饲料
和工业转化用粮消费持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
性增长；粮食生产不断向核心产区集中，粮食市场
大幅波动风险始终存在；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攀升，
在确保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同时，稳定发
展粮食生产压力较大。此外，截至今年8月5日，
中国主产区夏粮小麦累计收购量同比减少938万
吨；有专业人士计算，若让中国粮食“全口径”实现
自给，还需增加约3亿亩耕地来种植大豆等作物；
更要看到今年全球旱灾、水灾、蝗灾的冲击，国际
形势复杂多变带来的外部风险和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
风田表示：“粮食产业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影
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只有开源节流，才能让大
国粮仓的根基更加牢固。”“一粒粮食能救一个
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漫长的中国历
史，饥荒曾是挥之不去的梦魇，王朝兴亡更迭往
往都与之密切相关；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完全
吃饱，实际上就是过去几十年才实现的成就，这
得益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农民辛劳以及国际
物流发达等因素。

丰年不忘馑时，道理并不难懂。对于一个拥
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坚持一手紧抓粮食生
产，一手狠抓厉行节约，才能真正有底气将自己的
饭碗端牢。 （摘自《海外网》）

小小餐桌，何以牵动中国？

招 聘
济南元首针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济南市目

前唯一一家同时具备编织、印染、成衣等研发
制造能力的国有企业，始建于 1958 年，现有职
工 1500 余人，主要生产针织服装，产品以出口
为主。目前，公司在济阳区济北开发区黄河大
街 21 号（济北开发区管委会西邻）建立的元首
工业园陆续开始投产，为满足生产需求，将招
聘以下岗位人员：织布工、染色工、整理工、验
布工、缝纫工、检查工、设备保全工、电工等工
种多名。录用后公司将会提供良好的薪酬待
遇及发展空间。

一、基本要求：
1、年龄满 18 至 40 周岁，初中以上文化程

度，部分岗位要求中专以上学历，有相应岗位技
能的熟练工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2、身体健康，无违法记录，能认真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
二、工资待遇：
培训期执行学员工资，培训期满后实行计件

工资，根据本人熟练程度，月工资可达到3000—
5000元。

三、面试、查体合格后，公司按照有关规定，
签订劳动合同，缴纳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
失业、生育、工伤）、公积金。

四、公司建有配套的服务设施：餐厅、公
寓。公寓专人管理，夏季空调，冬季有暖气，并
配有热水、洗浴设施。冬夏两季公司发放取暖
费和高温费补贴。

五、生产车间有中央空调，工作环境舒适。
企业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等各项认证，确保员工身体健康。

咨询报名电话：0531-85867705 郭老师
简历投送：rlzyb@yuanshou.com.cn

五千月薪+五险一金！元首工业园招聘啦！快来报名吧

干净整洁的餐厅干净整洁的餐厅成衣缝制车间成衣缝制车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捐款单位
区纪委监察委机关

区委办公室
区人大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
区政协办公室
区委宣传部
区委统战部
区审计局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区农机技术服务中心

区贸促会
区民政局
区红十字会

济北开发区管委会
区城乡交通运输局

区医疗保障局
区科协
区妇联
团区委

区退伍军人事务局
区财政局
区供销社

济北街道办事处
区商务信息中心

区金融事业发展中心
区河务局
区老干部局

区公用事业发展中心
区物资资产管理中心
区畜牧事业发展中心

区档案馆
区文联

区科技局
区统计局

区扶贫开发办
区对台经济事务服务中心

区文化和旅游局

捐款金额(元）
24500
11300
13800
10600
13300
3600
5000
4400
6600
2900
700

10100
1000
11600
15100
3800
1200
1600
1100
3200
9400
2700
11600
1550
1300
14800
2500
6000
900
4600
1700
1300
3350
3100
2300
1100
7900

人数
99
43
40
41
37
15
16
19
47
21
5
73
6
80
123
27
4
6
6
22
54
21
74
10
9
120
11
54
5
36
11
6
14
16
15
6
54

备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捐款单位
山东济北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济阳国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玉鑫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会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龙港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华硕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华百置业有限公司

高三适
济南优品超市管理有限公司

邝野
区供电公司

济南三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七运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远达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济南大自然材料有限公司

捐款（物）金额(元）
101700
107400
111900
1222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
10749
10000
28200
100000
50000
10000
60000
50000

人数

273

备注

定向助学
定向济北中学
定向捐赠物品

定向

定向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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