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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自己名下有几个
银行账户吗？ 这些银行账户有
多久没有使用过了？ 这些银行
账户里还有多少余额？近日，多
家银行发布公告，将对“沉睡账
户”开展提醒提示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沉睡
账户”？ 一方面， 用网友的话
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办
一件事就得办一张卡”，换工作
得办新工资卡，缴费得办卡，退
费要指定银行账户……另一方
面，一些银行热衷于推销新卡。
很多人参加过办卡送礼活动，
或者为给亲友帮忙而办卡，但

这些卡真的会持续使用吗？ 不
一定。 这种办完就“吃灰”的卡
多了，自然也就产生了不少“沉
睡账户”。

“沉睡账户”不仅占用账户
资源，增加银行管理成本，对持
卡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同时
还存在被盗刷、 被不法分子利
用等诸多风险。 换句话说，提醒
和清理“沉睡账户”，很有必要。
此前， 银行开展过多轮提
醒和清理“沉睡账户”工
作， 但提醒触及率低、销
户流程复杂、 持卡人担心
扣除管理费及推销新卡依

然存在等情况，让“唤醒”工作陷
入循环怪圈。

归根结底，这是一些银行的
管理、 营销思路尚未改变所致。
银行需要借此机会，提升服务水
平，优化账户管理流程，让用户
更方便、更快捷地办理“沉睡账
户”业务。 办的虽是“销卡”业务，
但服务更优质、更人性化，何愁
留不住客户？ ①2

唤醒“沉睡账户”
□皇甫思逸

日前， 浙江嘉兴平湖一对
新人举办了一场只花了 5000
元钱的无车队、无接亲、无伴郎
伴娘“三无婚礼”，不仅赢得亲
友的称赞，也引发网友热议。极
简婚礼为什么会成为文明新风
尚？ 这背后的原因与婚俗改革
密不可分， 凸显了当今社会婚
姻观的转变。

乡村振兴， 文明乡风是保
障； 文明乡风， 移风易俗是关
键。 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
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增
加了村民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
担，甚至演化为恶俗，不利于提
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也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乡风， 要在思想上形
成自觉、制度上形成规范、风气
上形成氛围， 为乡村振兴注入
更多文明力量。

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

乡风，要加强宣传引导，丰富文
明实践活动， 把治理陋习与转
变观念结合起来， 让乡亲们转
变思想观念， 自觉成为移风易
俗的踊跃参与者和积极倡导
者， 以新风正气有效抵制歪风
邪气。

推进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
乡风， 要完善推进移风易俗的
工作制度。 一方面，加强对群众
组织的建设指导， 积极开展邻
里互助、道德评议等活动，推动
婚丧礼俗倡导性标准的执行，
引导群众自觉践行移风易俗。
另一方面， 将移风易俗工作纳
入文明村镇、 文明家庭创建测
评指标， 有效激发群众参与移
风易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形
成人人参与、彼此监督的
良好氛围。

推进移风易俗，弘扬
时代新风，要站稳人民立
场，为百姓谋福祉，让生

活在乡村土地上的群众因文明
而更幸福。 充分考虑群众的内心
向往和意愿要求，落实为民惠民
措施，将发动群众参与、凝聚群
众实践、 惠及群众生活落到实
处。 推进移风易俗，要先易后难、
循序渐进， 采取针对性措施，真
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群众之
所想，解群众之所困，刚柔并济、
疏堵结合，让移风易俗的工作制
度有力度、更有温度。

推进移风易俗，移的是不正
之风，易的是不良之俗，注入的
是文明力量， 受益的是人民群
众，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用
心用情用力做到有效落实，让新
风正气充盈乡村，为乡村振兴培
根铸魂。 ①2

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
□刘鑫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折磨人的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而
不是事物本身。

●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懂得它的人才
有意义。

●与其咒骂黑暗，不如燃起一根明烛。
●困难就像是不速之客， 不要总追究

它为什么来，而要想办法把它送走。
●真正的成熟， 就是长大了还能重新

找回小时候玩游戏的那种认真。
●命运从不敲门，也不询问，它习惯破

门而入。
●故乡，并不止于一块固定的土地，而

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宁愿在坎坷的路上奔跑， 也不要安

逸地在原地踏步。
●太在乎别人就会忘了自己， 太在乎

自己就会忘乎所以。
●可以触摸的痛苦是什么？ 就是我觉

得肚子都饿扁了，一摸还是有一坨肉。
●不让古人是谓有志， 不让今人是谓

无量。
●时间是生命的长度，越用越短；视野

是生命的宽度，越看越宽；理想是生命的高
度，越想越高；胸怀是生命的厚度，越堆越
厚；沉淀是生命的密度，越积越密。

●寂寞就是把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却
不知道打给谁……

●脾气泄露修养，宽容道出品位。
●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 不学习的

苦痛是终身的。 看看你的排名，就知道你班
有多少人。

●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 抱怨生活
不如改善生活，毕竟抱怨不等于解决。

●每次写简历都会比以前更敬佩自己
一些。

●种草不让人去躺，不如改种仙人掌。
●在别人都不相信你的时候相信自

己，你就已经成功了。
●世界上没有比快乐更能使人美丽的

化妆品。
●好身体，三分是天生，七分是锻炼；

好头脑，三分是智商，七分是学习；好习惯，
三分是约束，七分是自律。

●生活其实很简单，喜欢的就争取，得
到的就珍惜，错过的就忘记。

●有时候，你给别人的最简单的建议，
却是自己最难做到的。

●人之所以会心累， 就是因为常常徘
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棋不定。

●如果你懂得珍惜， 你会发现获得的
越来越多；如果你一味索取，你会发现失去
的越来越多。

●你的过错应该成为你前行的动力，
而不是放弃的借口。

●不要抓住回忆不放， 断了线的风筝
只能让它飞，放过它，更是放过自己。

●一个心结，去面对，会痛苦一阵子；
去逃避，会痛苦一辈子。

●批评你的人，是你今天的对手、明天
的朋友；吹捧你的人，是你今天的朋友、明
天的对手。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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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听我说

高考过后， 面对众多学校
和专业，如何选择，令考生和家
长犯难。 这让帮助考生填报志
愿的机构有了可乘之机，“大数
据预测录取概率”“专家一对一
咨询” 等五花八门的填报志愿
服务，动辄要价上万元。

填报志愿是一门“技术活
儿”，报高了，与心仪的大学失
之交臂；报低了，浪费了千辛万
苦考出的好分数， 被不中意的
大学录取。每年高考前后，有关

部门都会发布预警， 提醒考生
和家长注意识别关于高考的各
类谣言。 某些机构宣称掌握“内
部消息”，能够帮助考生精准填
报志愿，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
还是有考生和家长上当受骗。

如今，高考录取非常透明，
根本不可能像某些机构宣称的
那样能“走关系”。 所谓的“内部
消息”， 不过是骗人的套路；所
谓的“大数据预测”，不过是个
噱头。 录取分数线由报考人数

和高校招生计划决定，
高校在每个省份的招生
计划事先早已确定，但
志愿填报人数并不确
定，哪怕是专家，也无法

准确预测高校录取分数线。
某些机构宣称研发出了录

取公式，只要把今年和往年的高
校招生计划人数、考生成绩和位
次排名等数据填入公式，便可估
算出相关高校和专业的录取概
率。 其实，这只能作为参考，毕竟
考生人数、志向、意愿每年都有
很大差异，大数据测算只能给出
一个大概范围。

某些机构宣称“大数据”来
自官方， 但却被相关部门否认。
由此可见， 填报高考志愿时，考
生和家长要“多个心眼儿”———
填报志愿的功夫在平时，考生和
家长要重视人生规划，提前做好
相关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①2

填报高考志愿要“多个心眼儿”
□刘天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