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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视视界界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
“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
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
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
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
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

功，庸俗的东西就近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以
明志。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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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对党忠诚诠释对党忠诚 传承清廉家风传承清廉家风

酷抠族引领消费新风尚

不是穷攒钱，而是不花冤枉钱：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 舒怀玉

养老服务领域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
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今年1月1正式实施。如何落实好《规范》以及
《养老服务常用图形符号及标志》等11项配套
行业标准，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近日，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进行了相关调查采访。

明确了养老服务的安全“红线”

“养老院里各司其职，照护部设有护理
岗，专门负责老人的日常照料；营养膳食部专
门提供老人日常餐饮并根据护理要求提供针
对性餐饮，补充老人所需……”北京千禾颐养
家苑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千禾
养老）工作人员时淑静介绍，她告诉记者，自
己在这里已工作十余年，亲身体会到养老服
务越来越规范化细致化。“《规范》明确了养老
服务的安全‘红线’，且给了两年的过渡期。
这样的过渡考虑到了养老机构管理服务升级
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很人性化。”千禾养老总
经理罗圣华说。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璐
表示，《规范》的出台主要有四方面考虑：

一是保障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生活安
全。老年群体由于人体功能退行性变化加
剧，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属于高风
险人群。目前高龄伴随失能的老年人是入住
养老机构的重点人群，保障身体脆弱易伤的
高风险人群获得安全稳定的养老服务，需要
出台相关强制性标准，这是保障老年人基本
权益的有利依据，也是推动养老机构减少风
险、良性运行的必要支撑。

二是推动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把

“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明确为需要
重点推动落实的5项专项行动之一。民政部
推动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包括做
好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等工
作。

三是实现养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国
家标准作为行业发展的基本遵循必不可少。
同时，标准化是推动行业构建评价体系的基
础，只有构建出行业发展的评价体系，才能推
动行业实现良性竞争、择优发展，最终实现高
质量发展。

四是实现服务标准精细化和国际化。《规
范》中关于老年人监控内容管理等内容，以及
一系列生活照料内容的规范标准，实际上是
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
理过渡。

成熟的配套标准利于推进《规范》落实

记者了解到，目前出台的养老服务配套行
业标准有《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11
个，它们与《规范》是怎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定位？

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甄炳亮对此表
示，《规范》强标侧重于服务安全的基本规范，内容属于底线
的服务安全要求，是我国养老服务标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
层级，是全国统一标准。强标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一经颁
布，必须贯彻执行，对造成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养老机构
和个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者是一个互为依托、优势互补的关系，强标提供了一
个基本遵循，配套标准是对强标的再落实、再细化，成熟的
配套标准有利于推进完善强标的贯彻实施。

对于行业标准与《规范》的关系与定位，目前为5000多
位老人提供集中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向融（北京）居家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张滢告诉记者，《规范》强
标以及11项行业标准出台后，服务标准更明确、更能保障
老年人的权益。

全方位织密筑牢养老服务安全底线

据《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至2020年
底，全国共有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8万个，比上年增长
11.0%，床位488.2万张，比上年增长11.3%。可以看出，养
老机构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选择之一。

就我国的养老服务现状来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
院副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
林谈道，《规范》实施“达标”，仍需相关部门和养老机构的
努力。首先，强制性执行理念是否形成。长期以来，我国
的养老机构服务安全问题突出，但相关行业准入标准和
检查监督措施并无法律规范可依，违规建立、监督不严和
处罚不力等现象普遍存在，这使得我国养老机构水平参
差不齐，老年人安全事故频发。此外，老年人自身缺乏维
权意识，对侵犯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无处发声。树
立“强标”理念是肃清养老机构风险隐患的重要前提。

其次，分类指导、细化管理的养老机构管理制度实施方
式是否确立。我国各地的养老机构数量众多，安全风险问
题层出不穷，面对不同地方的养老机构或同一地方的不同
养老机构，“一刀切”的规范实施方式显然不合适，不利于养
老机构整顿后的有序运行。

最后，“适老化”的持续改进机制有待尽快建立。如何
促进《规范》的有效实施？郭林给出了四方面的建议：

一是行政管理人员和养老机构人员要率先形成强制性执
行意识，认识到违反强制规定、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将
会受到严厉打击，切不可让逾越制度“红线”的事件发生。

二是积极宣传，让老年人用制度捍卫自己的权利，发现
机构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甚至侵害自己的人身安全时，要敢
发声、敢上报、敢维权。

三是因地制宜，细化管理内容。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
同养老机构的差距，虽是强制规定，但不可强硬执行，需根
据执行对象、政策环境等具体实际差异化管理。

四是坚持“适老化”原则，在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日常生
活照料和人员配备方面以老年人为中心，建立持续改进机
制。机构的适老设备要根据技术进步及时更新，日常膳食
要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养老队伍建设要
充分考量老年人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全方位织密筑牢养
老服务安全底线。

曾几何时，消费主义当道，一些年轻
人崇尚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花
钱大手大脚，过度消费、超前消费、透支消
费比比皆是，成为“月光族”“网贷奴”。而
如今，“人间清醒”、理性消费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他们跨越“买买买，扔扔扔”的消
费陷阱和恶性循环，不冲动消费，不花冤
枉钱，追求“月月有余钱”的“极俭”境界，
成为拒绝被消费主义割韭菜的酷抠族。

“月光族”变“存钱罐”

去年贺岁档最大黑马电影《爱情神
话》中，徐峥饰演的主角老白请女朋友到
家吃饭前，跑到临期商店购买打折商品，
此时镜头扫过，商店里还有不少年轻的面
孔在选购。

在很多人还想当然地认为年轻人是
不会过日子的“月光族”时，这届年轻人已
经活得明明白白了——他们拒绝当消费
主义的韭菜，不为触不可及的精致生活所
诱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开始过起了“极
俭”生活。

记者在某网络平台的“丧心病狂攒
钱小组”里发现，有五六十万人参与其
中。他们亲切地互称“存钱罐”，在网上
分享省钱妙招，例如买二手，各个平台比

价，互相激励、监督，分享攒钱的经历，致
力于一起变成有存款、有安全感的人。

随之悄然兴起的酷抠族将这一趋势
发扬光大。酷抠族一词来源于英文
Coolcarl，他们以着装从简为荣，以盲目
攀比为耻；以物尽其用为荣，以铺张浪费
为耻。这是一个崇尚节约、追求简单自然
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族群。传统的节俭和
现代时尚思维的结合，使他们生活得如鱼
得水。

悄然崛起、低调出场的酷抠族，玩转
了各种省钱手段。比如，他们买东西一般
都是网购，最爱攒积分消费，用财务软件
记账，上班自带便当，买节能电器，出行尽
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充分利用图书馆和旧
书市场，崇尚不花钱就能享受。

酷抠族并不认为自己是守财奴，他
们诠释的“抠”是另一种含义，即精明的
理性消费。他们精打细算地生活，是为
了追求更简单、健康的生活，通过消费重
点的转移达到了配置金钱的最佳效果。

这些酷抠族和他们推崇的极俭生活
理念、省钱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人们对年
轻人的刻板印象。蚂蚁财富发布的一组
数据甚至令中年一辈咋舌，其研究称，“95
后”的攒钱增速是其他群体的8倍。

攒钱为什么变“香”了

事实上，过度消费背后，是消费者累积
起来的焦虑和恐慌。越来越多年轻人发
现，工资虽然比刚工作时涨了不少，可薪资
水平提高的速度却赶不上品牌溢价的速
度。与此同时，房租、房贷等生活压力越来
越大，种种因素促成年轻一代提早攒钱。

“月光族”的生活已经让许多年轻人
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了。在不确定性日渐
增大的世界，银行卡里的余额才是唯一确
定，且不会背叛自己的东西。相比于之前
消费带来的短暂快感，避免物欲捆绑折
磨，反而可以让年轻人静下心来做自己喜
欢的事。

极俭+极简主义理念风行，攒钱对这届
年轻人来说变得更“香”了。一些年轻人是
出于被动选择——经济增速放缓、疫情持
续，钱难挣还面临裁员风险，危机意识普遍
增强，存钱带来的安全感却是前所未有的稳
定。更有一些年轻人是主动选择，他们褪去
消费狂热，开始对未来规划进行理性抉择。

酷抠族不愿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酷抠族不愿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他
们比以前更明白该怎样把钱用在该用的

地方；不想花冤枉钱。他们在追求精致生
活的同时，绝不铺张浪费，要简约而不简
单，时尚而不奢华，自控而不自闭。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酷抠的生活方式
反映出更为理性的消费意识。大部分酷
抠族有意将生活中一些可有可无的消费
省去。与这种理性消费观念同步的，是他
们践行着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以及趋于
科学合理的理财观念。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认识到，理性
消费不是抑制消费，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消费，量力而行。消费的初心是让自己生
活质量提升，而不是去攀比和炫耀；消费是
为了满足需要和必要，而不是满足脱缰的
欲望与贪婪。“自己掏钱，丰俭由我”，只买
真正需要的物品，不买可有可无的物品。

新一代年轻人更强调消费自律，基
本不参加双11、618等人造节日的购物
狂欢，拒绝心血来潮买东西、囤东西，而
是现用现买。他们养成记账习惯、遏制
无用消费，学习理财、做好预算和消费清
单，开拓兼职渠道，投资个人终身成长，
用最酷炫的节俭模式，维持品质生活。

当下，支持酷抠生活方式的人越来越
多，可望引领新一波消费新风尚。

（新华社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5月13日，江来柱的爱人韩天丽正在
呼和浩特参加“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
最美家庭耀北疆——2022年内蒙古自治
区最美（五好）家庭揭晓仪式。当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想和她要几张全家福照
片时，她说：“很遗憾，我们留下的全家福
照片很少。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工作上
的事我也了解得很少。”

江来柱，生前系内蒙古通辽市扎鲁
特旗委第一巡察组组长，2020年 5月 7
日因积劳成疾患心梗去世。“那天早上他
是和同事前往所帮扶的查布嘎图苏木查
布嘎图嘎查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出发前
他就说腰有点痛，穿衣提裤已较为吃力，
还是我帮他穿戴整齐出的门，忙到下午5
点多出的事。好多次让他去医院检查，
他都说等忙完这几天再说吧。”韩天丽满
含泪水说。

自觉做到“滴水不漏”“滴酒不沾”

“大家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滴酒不
沾，否则腰杆就挺不直！”

近年来，江来柱共查办案件32件，处
分22人，信访结案11件，处分科级干部5
人，其中一人还是他最要好的同学。

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
业务能力，更需要顶住压力、克服困难的
勇气和担当。

“你干一辈子纪检工作呀？嘚瑟啥，
你给我小心点。”“都在一个地方住着，
谁不知道谁，劝你保护好家人和自己。”
多年来，这样的威胁恐吓，江来柱习以
为常。

2016年，在查办某科级干部违纪案
件时，该人四处托人讲情，还用信封装了
一沓钱欲送给江来柱。江来柱郑重告诫
他：“你这样做性质更严重，我只会按照法
律法规和纪律来办。”最终依据案件事实，
给予这个干部严肃处理，切实维护了党规
党纪的严肃性和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从进驻被巡察单位开始，江来柱就要
求组员自觉做到“滴水不漏”“滴酒不
沾”。“滴水不漏”就是在保密上守口如瓶，
不该说的，一个字也不能说。“滴酒不沾”
就是严格遵守八项规定精神，“不该吃的
饭一顿也不吃，不该拿的东西一个也不能

动，否则你腰杆就挺不直！”
被巡察单位负责人林宏青说：“江组

长待人谦和，他不是故意挑毛病，而是真
心实意地帮我们补短板、堵漏洞、强弱
项。他非常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力求将党
的政策、法规与实例、证据相结合，不仅让
被巡察单位主动接受整改，更让大家从思
想上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被巡察单位负责人滕丽君说，经过巡
察整改，单位的相关制度完善了，单位的
工作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同志们的心气
儿也不一样了。

在不大的扎鲁特旗，江来柱是个科级
干部，老百姓眼中也算是个官了，但他家
的日子却过得很清贫。一家三口一直租
住别人的门房，8 年搬了 6 次家，直到
2013年，才贷款30多万元买了一套100
平方米的楼房。妻子韩天丽一直没有正
式工作，前些年找了一份临时工。“我也很

满足，现在工资2000多元，也够用了。”韩
天丽说。

要求自己和家人做人干净正派

同事陈海亭说：“他一位要好的同学
曾和我抱怨，来柱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一
点小事也揪住不放，以后同学们还怎么
处！他去世前是和我在一起的，我最后
悔的就是从贫困户家回来，没立即送他
去医院。不该让他一直工作，他走得太
早了。”

江来柱的妻子韩天丽告诉记者：“10
年的纪检监察和巡察工作，他几乎把同学
朋友得罪完了。我们儿子乌日鲁格考上
大学后，想请几个亲戚来家里吃顿饭庆祝
一下，因为就这一个孩子，咱们也不请外
人，可他却不同意。说旗里有明文规定，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不能操办‘升学

宴’，即使是家里人聚餐也容易被别人说
闲话，咱们要起带头作用。后来因为这
事，好多亲戚埋怨我们。”

“党员干部捞好处，那不是共产党的
章法，是共产党的干部，就得按党的规矩
来！”江来柱干净正派，他在以身作则的同
时，也严格要求家人出处守规矩，家人耳
濡目染，谨言慎行。

2019年12月的一天，江来柱带队在
一个偏远嘎查巡察时，嘎查书记看到他们
中午泡方便面，正巧当天自己亲戚家杀
猪，就连推带拽把他们拉到亲戚家吃杀猪
菜。吃完饭离开的时候，江来柱悄悄把身
上仅有的100元钱压在了碗底。

79岁的胡日乐巴特尔说：“来柱每次
来家里，里里外外都要看一遍，问这问那，
和自己的孩子没啥两样，他还说看到我就
想起了他的父亲。多好的人啊！上午还
跟我唠养鸡养鸭呢，还说下次来给我带奶
豆腐，咋说没就没了呢？！”

由于是单职工家庭，儿子又读大学，
加上这些年父母兄弟得病治疗贴补，江
来柱的日子过得很紧巴，每花一分钱都
要精打细算。让妻子韩天丽耿耿于怀
的，不是自己至今也没有一份正式工作，
而是丈夫生前最终没能骑上那辆心仪已
久的自行车。

江来柱每天步行上班，为了节省时
间，他看中了一辆自行车，可一问价格
1000多元，左思右想还是没舍得买。儿
子乌日鲁格说：“阿爸经常教导我说，不
要和别人比房比车，一家人平平淡淡地
生活挺好。前些年，我们家一直租房子
住，阿爸平时跟我唠嗑总觉得亏欠我爷
爷奶奶，说没能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住上
楼房。”

包联贫困户哈斯朝鲁说：“我爱喝酒，
来柱就经常劝我，说天天喝得五迷三道
的，身体也喝毁了，哪能过上好日子？让
我戒酒好好养羊致富，这种实心话亲戚都
不见得说。后来我真的就把酒戒了，日子
现在也过红火了。”

“衣着朴素，仪表整洁；话语不多，掷
地有声；刚正不阿，不怒自威；身居要职，
从不徇私。”扎鲁特旗委常委、纪委书记韩
凤梧用八个词，给他的好战友江来柱画
像。“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
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巡察干部的忠诚、干
净和担当！”

最美家庭家庭
纪检干部江来柱家庭：

生活观察观察

江来柱一家三口在北京。 （图片由江来柱家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