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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老话新聊

转变 王怀申

路漫漫 王祖和

捷径 高晓建

服务到位 新 华

编者按：去年底，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全面深化
改革力度，深入推行“互联网＋政
务服务”，以“最多跑一次”倒逼简
政放权、优化服务。今年 3月，市
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
十次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唐一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各
级各部门要把“最多跑一次”改
革作为“一把手工程”，下定决

心、强化协调、狠抓落实，有力
有序有效地加以推进，确保改革
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推进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的动员
令，是“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
的再推进再深化，是推进“放管
服”改革的具体路径，是一场向
纵深发展的政府自我革命，更是
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为
此，“漫画角”栏目约请漫画作
者，以“最多跑一次”为主题，
集中创作，本期选登部分漫画。

“最多跑一次”改革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
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

时代就读过 《联邦党人文集》、托
马斯·潘恩的 《常识》 等著作，
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
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
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
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
海明威 《老人与海》 对狂风和暴
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

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
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
年写 《老人与海》 的栈桥边。第
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
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
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
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
的 精 神 世 界 和 实 地 氛 围 。 我 认

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
需要去深入了解。

——摘自习近平在美国华盛
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
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 （2015年 9
月22日）

【延伸阅读】 海明威：美国著
名小说家、记者，诺贝尔文学奖
和普利策奖得主。著有 《太阳照
常升起》、《老人与海》、《永别
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 等
作品。海明威的一生充满传奇色
彩。出生于美国小镇奥克帕克，
在 瓦 隆 湖 农 舍 中 度 过 了 童 年 时
光。两次世界大战时，他的足迹
遍及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西
班牙、古巴等国，素有“世界公
民 ” 一 称 。 他 还 在 中 国 短 暂 停
留，曾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海
明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硬
汉”形象，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
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
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
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

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古
巴著名鸡尾酒莫吉托 （mojito）。
这是一种以朗姆酒为主料，配以
青柠汁、薄荷叶、糖浆或甘蔗汁
以及冰块的鸡尾酒，代表着冒险
和奋斗精神，自诞生之日起就与
殖民、军队和战争这些野性十足
的气质关联。古巴曾是世界上最
大 的 蔗 糖 生 产 基 地 ， 在 殖 民 时
期，殖民者们发现可以用古巴的
蔗糖酿制朗姆酒以解酒瘾。朗姆
酒自此流传，成为古巴的国酒。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
——《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发行

社科书架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
近日，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的

《习近平讲故事》 一书，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习
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
中，精选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百余则故
事，加以完整呈现和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
章中，常常用讲故事的方式传
达深意、感染他人，把深刻的
思想、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
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具有
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些故事承
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深刻思
考，深蕴中国智慧、体现中国
道路。

《习近平讲故事》 一书，
共收入 109则故事，分为对内
篇和对外篇。对内篇包括廉
政、品格、励志、治理等；对
外篇侧重于人民友好、国家交
往、文化融通、历史情感等。
每则故事在引用原文之外，还
配有“延伸阅读”，用以丰富
故事细节，还原故事语境，让
读者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的改
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道、
修身为人之道。

《习近平讲故事》
人民日报评论部 著
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桂晓燕

前 几 天 ， 笔 者 听 到 一 桩 奇
闻：市区的吕先生收到一件特快
专递，里面居然是满满的一大包
脏衣服、臭袜子，原来是在外地
读大学的儿子寄来“孝敬”父母
大人的，要他妈洗干净后再寄回
去。吕先生虽然很不高兴，但也
只得自认倒霉，因为宝贝儿子之
所以这么懒惰、无能，是他和老
婆“培养”出来的。他俩只要求
儿子把书读好，一点家务活都不
让他干。在他俩的百般娇宠下，
儿子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十指不沾阳春水”，所以一离开
家，连洗衣服也要讨救兵了。

这正应了一句宁波老话：“
三岁意姿 （姿，音‘基’） 看到
老。”意姿，指言行举止，广义上
也包括道德教养。这句话是老宁
波对儿童成长规律的经验总结，
与科学原理不谋而合。

科学研究显示，3岁之前是一
个人大脑发育最快、最重要的时

期。新生儿刚出生时，脑重量只
有 350 克，约为成人的四分之一

（成人平均脑重为 1400 克左右）；
一周岁时，婴儿的脑重翻一倍，
相当于成人的一半；到 3 周岁时，
其脑重已接近成人水平；此后的
发育速度就明显放慢了。由于大
脑是人体的司令部、总指挥，由
此可见，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和心
理倾向，3 周岁时已经奠定了基
础, 很 大 程 度 上 可 以 “ 看 到 老 ”
了。科学研究还表明，到孩子7周
岁时，其个性特征和心理倾向的
雏形，更进一步形成。如果没有
特殊因素影响，孩子必定会按照
这个雏形发展，显示出或优或劣
各不相同的“意姿”来，而且伴
随其终生。所以，对学龄前儿童
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重中之重！

现在的儿童，个个都是父母
的掌上明珠，当爹妈的无不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不要让孩子输
在起跑线上”，就是这种心态的写
照。近年来，随着不少父母对孩
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起跑线”

也越来越提早。前几年从孩子上
小学开始起跑，后来提早到幼儿
园、学前班，现在已经从娘胎里
开始起跑了。这不，怀孕的准妈
妈们，有挺着大肚子让胎儿听英
语的、听音乐的，还有准爸爸对
着胎儿读唐诗的、讲故事的，等
等。恨不得孩子一出生，就像飞
人博尔特那样，如离弦之箭射出

“起跑线”，一路遥遥领先，然后
将闪闪发光的金牌收入囊中！

许多人天天挂在嘴上的这条
“起跑线”，说白了只针对孩子的
学业而言，一般不包括其他方面
的素质，这显然是相当片面的。
其 实 ， 人 生 并 非 一 场 简 单 的 比
赛，不可能只有读书这一条“起
跑线”。也许你是个学霸，能在学
业 的 赛 道 上 疾 奔 如 飞 ， 捷 足 先
登，不输给任何人；但如果也像
小吕同学那样养尊处优，只知依
赖父母，那你在生活方面就是一
个弱者，输在了劳动习惯和自理
能力的“起跑线”上；更为严重
的 是 ， 假 如 缺 乏 教 养 ， 品 行 不

端 ， 那 就 好 比 起 跑 后 弄 错 了 方
向，跑到邪路上，必然满盘皆输！

可 以 说 ， 一 个 人 小 时 候 的
“意姿”，对其日后的发展，有不
可忽视的影响。对此，新东方教
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的经历，很
说明问题。俞敏洪从小勤快，在
北大上学的四年里，他每天主动
打 扫 宿 舍 卫 生 ， 为 同 学 们 打 开
水。多年后，当俞敏洪的“新东
方”初具规模，他跑到美国和加
拿大，寻找同学合作的时候，同
学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
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开水。”

“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
喝。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
新东方吧。”是俞敏洪勤劳的品格
和乐于助人的精神，赢得了同学
们的信任和支持，“新东方”才取
得如此非凡的成功。

老宁波一句“三岁意姿看到
老”的老话，适用于创业成功的
俞敏洪，也适用于正在创业或正
在读书的孩子，对所有的家长，
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启示。

三岁意姿看到老

2100 多 年 前 ，
中国汉代的张骞肩

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
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
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
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
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
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
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
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
我感到十分亲切。哈萨克斯坦
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
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
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
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
献 。 东 西 方 使 节 、 商 队 、 游
客、学者、工匠川流不息，沿

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
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
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
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
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
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
容 互 鉴 、 合 作 共 赢 ， 不 同 种
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
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
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
我们的宝贵启示。

——摘自习近平在哈萨克
斯坦阿斯塔纳纳扎尔巴耶夫大
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延伸阅读】丝绸之路：丝
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

（前 202 年—8 年） 时，由张骞
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 （今西
安） 为起点，经甘肃、新疆，
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
各国的陆上通道。狭义的丝绸
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
义 上 讲 又 分 为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和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 丝 绸 之 路
被 认 为 是 连 结 亚 欧 大 陆 的 古
代 东 西 方 文 明 的 交 汇 之 路 ，
而 丝 绸 则 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货
物 。 因 此 ， 德 国 地 理 学 家 李
希霍芬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将其
命 名 为 “ 丝 绸 之 路 ” 后 ， 被
学术界和大众广泛接受。随着
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
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往来
通道的统称。

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隔海相望，两

国友好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两国人
民共同谱写了一曲曲交流交融
的华彩乐章。正如在中国家喻
户晓的印度尼西亚民歌 《美丽
的梭罗河》 所描述的那样：“你
的源泉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
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
方，一直流入海洋”。中国和印
尼关系发展，如同美丽的梭罗
河一样，越过重重山峦奔流向
海，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中国汉代，
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
打 开 了 往 来 的 大 门 。 15 世 纪
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
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
尼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
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
两 国 人 民 友 好 交 往 的 历 史 佳
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
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

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
友好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
旅客的船队往来其间，互通有
无，传递情谊。中国古典名著

《红楼梦》 对来自爪哇的奇珍异
宝有着形象描述，而印度尼西
亚国家博物馆则陈列了大量中
国古代瓷器，这是两国人民友
好交往的生动例证，是对“海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
实诠释。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
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
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
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
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
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
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
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摘自习近平在印度尼
西亚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会的
演讲（2013年10月3日）

【延伸阅读】 美丽的梭罗
河：另译为桫椤河，是一首印
度 尼 西 亚 民 歌 风 格 的 音 乐 作
品。 除了风行于印尼本国以
外 ， 二 战 后 在 日 本 ， 中 国 大
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均 有 影 响 。 尤 其 是 在 中 国 大
陆，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歌曲
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
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唐
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

“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
这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
叫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
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
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
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
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
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
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
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
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
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

德国人说，山和山
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中国人
民同德国人民有着悠久交往历史
和深厚友谊。此时此刻，我不由
得想起了一位中国人民爱戴的
德国友人，他就是拉贝。70 多
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国
南京市，制造了屠杀 30 多万中
国军民的惨绝人寰的血案。在
那个危急关头，拉贝联络了其
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设立
了“南京安全区”，为 20 多万中
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拉贝在
日 记 中 详 细 记 录 了 大 屠 杀 内
情，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
据。1996年，中德共同建立的拉
贝纪念馆在南京开放。去年底，
由南京市建造的拉贝墓园修复工

程落成。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
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
追求。

还有一位德国友人叫诺博，
是德国葡萄专家，2000年至2009
年间他同助手汉斯17次来到中国
山东枣庄，向当地农民传授葡萄
栽培、嫁接改优技术，将传承几
百年的家族商标无偿授予当地酒
厂使用。诺博和汉斯资助了 8 名
当 地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上 学 。
2007年，汉斯突患癌症，弥留之
际仍不忘自己资助的两名学生尚
未念完高中，嘱托诺博把2000元
助学款带给他们。2008 年 8 月 1
日，当诺博把钱交到孩子手中
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得潸然
泪下。

这只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的
两个感人片段。长期以来，众多的
德国朋友为中德关系发展、为中
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

——摘自习近平在德国科尔
伯基金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
28日）

【延伸阅读】 约翰·拉贝：
德国人，1882年出生于汉堡。日
本侵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期间，
约翰·拉贝时任西门子公司南京
分公司经理。1937年日军进攻南
京前夕，他和二十几位外国人，
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被
推举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在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

他们四处奔走呼号，奋力保护中
国难民。在当时南京的国际安全
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
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甚至他自
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
600 多名受到保护的中国难民，
他也因此获得“南京的辛德勒”
的美誉。

诺博：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成
员，2000年，他作为中国引进的
专家，和助手汉斯一起来到山东
省枣庄市山亭区，帮助这里的人
改进葡萄栽培、嫁接改优技术。
2009 年 5月，76岁的诺博因病在
罗马尼亚去世。然而，这个引智
项目并未因此中断，诺博的遗愿
是让外孙来山亭，帮助那里的老
乡。

一笔到位 焦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