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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世象管见

吴启钱

人生路上要事业有成，虽然
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是成功的基
石，但高人的指点和贵人的相助
同样不可或缺。他们是我们通往
成功之路上的引路人和支持者。

年前热播电视剧《繁花》中的
宝总，其事业的成功便是在自身
禀赋与不懈奋斗的基础上，得益
于爷叔这位集高人与贵人于一身
的人物，以及陶陶、汪小姐、李李
等贵人的鼎力相助。

爷叔，这个看似普通却藏而
不露的老者，深谙世事，洞悉人
性，熟悉商事，以自己的经验和智
慧为宝总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更
是在关键时刻提供资源和人脉支
持，成就了宝总。正如美国作家马
克·吐温所言：“人生的两大决定
性因素是运气和准备，而往往运
气就是遇见一个好的导师。”爷叔
的出现，让宝总获得了这样的好
运。

陶陶、汪小姐、李李等人物，
则构成了宝总生命中的“贵人矩
阵”。他们或以独特的人脉资源，
或以关键时刻的关键行动，或以
真挚无私的情感支持，共同构建
起助力宝总攀上事业高峰的阶
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

“成功并不是独自攀登高山，而是
有一群人在你身后推动你向前。”
宝总身边这些贵人的存在，印证
了这句话，他们的帮助与支持，使
得宝总在面对困难时有了依靠，
在遭遇挫折时有人鼓励，在迷惘
无助时有人指引。

当然，宝总自己也是一个高
人，更是他身边许多人的贵人。

高人，通常指的是那些才华
横溢、智慧超群、品德高尚的人。
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
非凡的成就，还会对他人与社会
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像一座巍
峨的山峰，让人仰望。人生路上，
得遇高人指点，实在是幸运之极。

与高人不同，贵人并不一定
拥有卓越的才华或崇高的地位，
也不一定能对我们的人生产生重
大影响。他们的出现是不求自来
的，他们的帮助是具体而微的，是
及时雨、雪中炭。他们之所以成为
我们的贵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拥
有一颗善良、关爱他人的心。他们
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帮
助他人，不计回报地奉献着自己
的爱心。贵人的存在，让我们感受
到人间的温暖，也让我们更加珍
惜和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际遇。

高人与贵人虽然有着不同的
特点，但他们之间并非割裂的，更
不是对立的。一个高人在帮助他
人的过程中，就是他们的贵人；而
一个贵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
自己也会不断得到提升，也会逐
渐成为一个高人。这种相互转化
的过程，正是人生丰富多彩的表
现之一。

高人与贵人的出现并非偶
然。宝总身边的高人和贵人，对宝
总的指点和帮助，主要基于对宝
总人格魅力的认可和对其潜力的
信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遇到自己的“爷叔”或“陶
陶”，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
友、老师或者同事。他们的出现，
或许会在我们迷惘时给予方向，
或许会在我们跌倒时伸出援手。

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感恩，珍惜身边
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
们成功路上的高人与贵人。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
力成为他人的高人或贵人。成为高
人，可以让我们在知识和智慧上达
到更高的境界；成为贵人，则可以让
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收获更多的友谊
和尊重。

高人并非遥不可及的神明。他
们也是从平凡中走来，通过不懈的
努力和坚持，才逐渐成为我们所敬
仰的高人。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
可能成为一个高人。关键在于我们
是否愿意付出努力，去提升自己的
才华和智慧；是否能够在面对困难
和挑战时，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
心；是否能够始终保持一颗谦逊的
心，不断学习和进步。还有重要的
一点，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毫不保留
地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并
在他人迷惘时，付出我们的智慧与
力量。如果没有助人的古道热肠，充
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能人，而难以称
为高人。

我们当然也可以成为他人生命
中的贵人，只要我们愿意付出真诚
和关爱去帮助他人。实际上，成为贵
人并不难，它可能只是一个微笑、一
句鼓励的话语、一个帮助他人的举
动。然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行
为，却有可能改变他人的命运，让他
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
同怀视之。”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
界里，能够遇到一位真正的高人或
贵人，是一种难得的幸运，让我们
学会感激那些帮助我们的高人与贵
人。同时，也让我们珍惜这份幸
运，努力成为他人的高人或贵人。
因为在这个互助共生的世界里，每
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彼
此相连、相互成就的结果。

高人与贵人

胡建新

有句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古语，
叫做“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此
语出自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代表
作 《论衡》，原文为：“屋漏在上，
知者在下。漏大，下见之著；漏
小，下见之微”，既形象生动，又
深刻隽永。

在 《论衡》 中，王充还有一段
论及“屋漏”的文字，亦为人们所
熟知，即“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
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堪称对“屋漏在上，知者在下”的
进一步发挥和深入阐释。

房屋的漏洞出在上面，但能及
时发现漏洞，并体察到屋漏之苦
的，却是下面的居住者——这个十
分普通的生活常识，为当下的我们
道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领导
机关要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问题，
就应当眼睛向下，大兴调查研究，
厉行问计于民，善于倾听群众呼
声，尽力为群众解疑释惑、排忧解
难。

事实表明，群众在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的是由环
境、条件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有的
是由基层工作欠缺或失误导致的，
也有的是由上级机关决策、举措不
当带来的。倘若领导机关高高在
上，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
想问题，就很难发现基层的问题和
群众的难题。只有深入基层，与群
众进行零距离接触和无障碍交流，
才能广泛了解民意，发现各种问
题，作出正确决策。

生活常识还告诉我们，虽然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但要止住
屋漏，待在下面往往是很难操作且
难以见效的，故而必须回到上面去
——在屋顶临瞰全貌、统揽全局，
同时洞幽烛微、精修细葺，才能检
饬整个屋面，堵上所有漏洞。

就现实而论，领导机关要想及
时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就必
须在充分吸取基层和群众意见建议
的基础上，认真审视和考量相关决

策、要求和措施是否合情合理，善于
从政策制定与工作落实的差距中发现
漏洞，从领导意志与群众意愿的差异
中洞悉问题，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相
关政策、规定和举措，从顶层和源头
上堵住和防止各种漏洞。这也恰恰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眼
睛向下，刀刃向内”的真谛所在。

无论是发现漏洞还是修复漏洞，
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下真功
夫、细功夫、硬功夫。实际工作中，
有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
不细致、不尽心，常常询问不少、收
获不多，调查不少、研究不多，收集
意见不少、转化成果不多，不是没有
了解真情实况，就是没有掌握真知灼
见。领导机关到基层调查研究，目的
在于接近群众、掌握实情，寻根探
底、对症问药，故而调查研究一定要
深入实际、讲求实效，既要善于调
查，又要精于研究；既要注重自身姿
态状态，又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既
要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甄
别，又要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
析提炼。唯其如此，才能洞悉和掌握
各种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在及时

“知漏”的基础上有效“止漏”。
基层干部和群众，长期处于民

生、经济、社会的第一线，经常会遇
到各种实际问题和困难，在解决问题
和困难的实践中摸索积累了许多好的
经验和做法。作为领导机关，应当深
入下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跟群众多
交流、多交心，向他们多学习、多请
教，以亲民恤民为民的模范行动，去
赢得群众的信任与信赖，把群众的智
慧和力量转变成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规
定的重要依据、符合国情民情的正确
决策、实施科学治理的源头活水。

总之，对于“屋漏”，“知之”与
“止之”一样重要。“知之”是前提，
“止之”是目的，两者统一于上下密
切联系、知行高度融合的实践之中。
这也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
面，饱含着思想方法、思维方式的深
刻内蕴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严格
要求，只有苦心求索、躬身笃行，才
能取得成效。

屋漏·知漏·止漏

阮怡清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浙江工作
时，就对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提出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指出“发展海洋经济，绝不能以牺
牲海洋生态环境为代价，一定要坚
持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针，全面促
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宁波作为我国东部沿海重要
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城市
经济活动密切依赖海洋，海洋环
境的保护与管理对地区的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宁波不断
学习领悟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国家工作部署，将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置于优先位置，以科学方案
和务实行动强化海洋利用、海洋
保护、海洋治理。通过一系列举
措，在海洋生态保护和修复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当前我市海洋可持续
发展仍然存在产业结构不均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潜力挖掘
不充分等突出难题，面临着海洋
经济产出效率较低、内生动力不
足、人才与技术缺乏、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不协调等诸多挑战。宁
波以绿色理念推动实现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还需要重点做好几
方面工作。

推动宁波海洋协同发展，构
筑蓝色生态的稳固基石。持续关
注海洋生态状况，将海洋治理规
划转变为提升海洋生态价值的现
实图景。通过开展海洋环境和生

态协同治理，释放海洋产业发展的
潜在能量，提高海洋生态品牌的价
值，实现海洋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
调发展。

一是构建陆海协同体系，优化
陆地海洋循环再生产系统，实现人
海和谐共生的海洋生态文明格局，
有序合理统筹陆海资源开发利用，
了解开发总量、规模、结构、时空顺
序和布局，完善陆海空间资源保护
协作机制。二是构建跨部门协同机
制，为海洋生态管理提供一个全面、
综合的视角，切实加强多部门的联
防联控联动工作，实现资源管理和
环境保护的系统化整合，以解决错
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三是构建跨域
协同综合治理体系，实施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激励跨区域的积极管理
与合作，在确保海洋环境整体性的
情况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制定
科学的跨域综合治理方案，促进海
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性改善。

推动宁波海洋规范发展，铸就
蓝色产业的质量基准。深化海洋环
境管理策略，推进海洋产业的发展
规范及生态化转型策略，是宁波市
海洋规范发展的核心。

一是完善海洋生态污染治理规
划，围绕环境治理，依托宁波海洋生
态特征和产业优势，积极应对海洋
生态挑战。确保生态保护规划与区
域开发实践严格一致，避免以保护
名义进行不当开发。二是加强资源
回收体系建设，建立促进海洋塑料
行业发展的政策框架，明确管理规
范。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广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创新模式。三是
促进涉海产业绿色转型，推广清洁
能源、生态养殖和海洋生物技术等
环保产业，减轻对生态的影响。推行
绿色生产流程和管理策略，提高效
能，减少污染物排放。四是提升海洋
资源勘探和开发的能力，积极探索
深海资源，提升海洋设备制造水平，
拓展经济增长领域。出台支持深海
开发的政策和标准，确保深海产业
健康发展，探求低碳发展的新方案。

推动宁波海洋创新发展，点燃蓝
色科技的数字火花。引进和培养海洋
科技创新人才，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
系，提升海洋环境监管能力，是推动
我市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是在海洋人才发展上下功
夫。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
再到职业培训的完整人才培养链
条；另一方面，通过设置奖学金、研
究基金、人才引进计划等多种方式，
吸引和留住高层次涉海人才，为海
洋的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二是在海洋科创发展上下功夫，
激发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海洋科学研
究及应用开发方面的积极性。通过
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平台建设，鼓
励跨学科合作和产学研结合，推动
宁波市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三是在海洋数字化发展上下功夫，
利用遥感监测、大数据分析和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海洋环境
监测、污染溯源和资源管理的精准
度和智能化水平。通过建立统一的
海洋环境信息平台，实现数据资源

的共享和高效利用，提升海洋环境
保护和治理的效率和效果，为海洋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
基础。

推动宁波海洋多元发展，绘制
蓝色经济的多彩画卷。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是实现
我市海洋多元协调发展的有效路
径。

首先，政府发挥引领作用，制定
战略规划。应制定明确的海洋经济
及生态保护规划，确立目标与路径，
推出支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生
态保护的政策，并加强监管，以合理
利用海洋资源。其次，企业带头参
与，倡导绿色创新。企业应严格遵守
环保法规，积极推广环保生产技术，
促进能效提升与减排并行，并积极
探索新技术、新产品，引领海洋经济
转型。再次，社会组织发挥好桥梁作
用。作为政府、公众与企业间的纽
带，社会组织应参与海洋保护项目，
实施环保教育活动，以增强公众的
环保意识，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进
行监督，参与环境的综合治理，推动
政策的透明化和公众的广泛参与。
最后，增强全民环保意识至关重要。
通过开展系列教育及宣传活动，加
深公众对海洋保护的认识，积极倡
导广大群众参与海滩清洁、海洋环
境保护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落
实海洋生态保护工作。通过构建多
主体合作框架，共同推进宁波市海
洋多元发展，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以生态协同和创新驱动共塑宁波海洋蓝色未来

两张照片 张 昕 绘

报 喜 蓝 波 绘

某商家的脸 于海林 绘

《繁花》中的爷叔 （右） 集高人与贵人于一身。

桂晓燕

东风荡漾，春意盎然，正是植
树造林的好时光。今天是 3 月 12
日植树节。植树节是一个重要的
环保节日，是人们绿化环境、治理
荒漠、提高生态质量的重要契机。
今年植树节的主题为：绿色家园，
共创未来。

古往今来，有许多与植树造
林相关的美好故事。如孔子不仅
教书育人，还带领弟子们在荒地
上植树，教导弟子们要珍爱树木，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荫；东汉
历史学家班固，带领遭遇水灾的
百姓植树造林，有效抵御了洪水
侵袭，让灾民们得以重返家园；苏
东坡在杭州任知州期间，组织 20
万民众疏浚西湖，取挖出的淤泥，
堆起一条贯穿西湖的长堤，并沿
堤栽种杨柳、碧桃。每当春风拂
面，堤上桃红柳绿，令人陶醉，这
就是著名的“苏堤春晓”美景。

讲植树造林故事，一定要讲
“杏林春暖”的佳话。故事的主角，
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一位名叫董
奉的名医。董奉的医术非常高明，

有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本领，与
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
医”。董奉有一个奇特之处：给
人治病从不收费，而是让治愈的
患者在屋后空地上种植杏树。重
病治愈的，种五棵；轻症治愈
的，种一棵。由于董奉仁心仁
术，名满天下，找他看病的人络
绎不绝。数年之后，他治愈的患
者不计其数，种植的杏树有 10
万 余 棵 ，郁 郁 葱 葱 ，蔚 然 成 林 。
每当杏子成熟季节，累累果实挂
满枝头，煞是诱人。董奉便告知大
家，如果有人想买杏，也不必付
钱，只需带一盆谷子过来，倒进仓
房，就可以采一盆杏子带走。后来
当地闹饥荒，董奉就拿出储存的
谷子，救济灾民。

董奉通过杏林传递的济世救
人精神，深深感动了广大民众。从
此后，“杏林”成为中华传统医学
界的代称，医家以名列“杏林中
人”为荣，医术以“杏林圣手”为
赞，人们用“杏林春暖”一词，表示
对良医的感激之情。

讲植树造林故事，一定要讲
“左公柳”的壮举。故事的主角，是

晚清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新疆面积达 166 万多平方公里，占
我国领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强，比
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四国的面积
之和还要大。被称为“晚清最后一块
硬骨头”的左宗棠，抱着破釜沉舟、
殊死血战的决心，慨然抬棺出征，率
领数万清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
消灭了侵占新疆十余年之久的“中
亚屠夫”阿古柏势力，收复了广袤的
新疆，维护了祖国统一。这个不世之
功，其意义难以估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廷此时
已是日薄西山，经济上捉襟见肘，
要左宗棠自筹军费。幸有富商胡雪
岩，深知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意义，
毅然资助左宗棠筹备兵员、物资，
开展军事行动。新疆能够收复，胡
雪岩功不可没。

左 宗 棠 驻 扎 大 西 北 10 余 年 ，
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对当地的
生态建设也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发
现西北地区干旱少雨，环境恶劣，
大军所到之处，山石嶙峋，土地芜
废，戈壁裸露，黄沙弥漫⋯⋯怪不
得唐代诗人王之涣在 《凉州词》 中
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
左宗棠决心改变西北的这种面

貌 。 他 首 先 做 的 一 件 事 ， 就 是 种
树，结合战争的需要种树。运兵运
粮需要道路，左宗棠主持修建了一
条东起陕西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
走 廊 ， 西 至 新 疆 哈 密 ， 旁 连 宁 夏 、
青海，延至南疆、北疆，全长三千
多 里 的 宽 阔 大 道 ， 道 路 两 旁 种 上
柳、榆、杨等树木。这条大道被后
人称为“左公大道”，道旁种植的柳
树，被称为“左公柳”。据估算，左
宗棠率领部下，在西北种植了 100 多
万棵树，为大西北干旱、贫瘠的土
地，增添了多少绿意，多少生机！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
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
玉关。”清代杨昌浚的诗句，就是对

“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一奇迹
的生动写照。

植树造林的故事讲不完，植树造
林的好处也数不清。在今年的植树节
到来之际，让我们记住“绿色家园，共
创未来”的主题，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提高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认
识，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朋友们，种树去！

杏林春暖左公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