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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漫画角

随思录

《科技之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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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义平

“不做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
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
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
庸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
贪官。”用“昏、懒、庸、贪”四
字，给为官不为、不敢担当、不愿担
当的干部画像，可谓入木三分，也给
全体领导干部再次敲响了警钟。古
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即
由此联想到：为官当如水。

水是生命之源。千百年来，我
们依山傍水而居，对水有特别亲近
之感。翻开古国千年文化的词典，
那里有多少文人墨客，把自己的喜
悦之情、幽怨之绪寄托于山水。白
居易在 《池上行》 中说：“水能性
澹为吾友，竹节心虚即我师。”这

两句诗让我想起了孔子一段精辟的
概括：君子用水比喻自己的德行。
水遍及天下，没有偏私，好比君子
的道德；水所到之处，滋养万物，
好比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
赋形，好比君子的懿行；水浅则流
行，深时不测，好比君子的智慧；
水奔赴万丈深渊，毫不迟疑，好比
君子的勇敢；水性柔弱活灵，无微
不至，好比君子的明察；水遭到恶
浊，默不推让，好比君子的包容；
水承受不法，终至澄清，好比君子
的善化；水入量器，保持水平，好

比君子的正直；水过满即止，并不
贪得，好比君子的适度；水历尽曲
折，终究东流，好比君子的意向。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水的品
德、水的秉性，对人的修养有着许
多深刻启迪。尽管孔子的说法带有
理想主义色彩，但对现实的指导意
义还是不可否认的。他非常鲜明而
又具体地告诉人们，应该从水的品
德和秉性中学习效仿些什么。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市场经济的冲
击，面对传统道德理念受到的严峻
挑战，为官从政之人，更应该从水

的品德和秉性之中学习以下几点：
像水一样无私与奉献。水，遍

及天下，恩泽四方，滋养众生，蹈
火灭灾，服务百姓而不求索取与回
报，献身人类而无怨无悔。官，无
论身居何位，当以民为先、以人为
本，心怀人民，情系人民，服务人
民，造福人民，为了人民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

像水一样纯洁与高尚。水，晶
莹透明，融清纳浊，荡涤着灵魂的
尘埃，不仅洗涤自己，还洗刷别
人。官，无论何时何地，当洁身自

好，严以律己，以高尚的灵魂确保
行为的纯洁，以自己的清廉去影
响、带动和匡正一方风气。

像水一样顽强与执着。水，射
而刃物，滴而石穿，纵有千难万
险，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走自己
的路，不断创新，勇往东流，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官，无论在何种情
况下，当志强毅、意慷慨，面对改
革发展中的困顿、挫折、难题，不
叫苦，不畏难，不退却，不气馁，
以大无畏英雄气概，过关斩将，攻
坚破难。

像水一样自动与推动。水，不
仅自己日夜奔腾，拥有一种生命不
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而且推动其
他物体一起运动，飞跃于山南海
北，造福于四面八方。官，无论在
什么位置上，当先干先做先动，通
过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去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团结带领群众一道
建设美好家园，奔向富裕富强。

为官者，做一股活水，就能奋
起拼搏，振兴一方；做一摊死水，
就会庸人自扰，毫无建树；做一汪
肥水，就能肥沃土地，造福百姓；
做一场洪水，就会狂奔怒泻，祸害
无穷；做一潭清水，就能正气凛
然，折服世人；做一沟污水，就会
污染环境，毒化社会。自己是哪种
水，当做哪种水，值得为官者去思
索，去比照，去选择。

为官当如水

吴启钱

城市管理精细化，许多做法值
得称道。像环卫公厕提供免费厕
纸，部分公厕装上了免费 Wi-Fi、
手机架、洗手台供应冷热水、增设
第三卫生间；像公厕管理房升级为
爱心驿站，为市民提供热水、针线
包、充电等服务；市区公交车报站
时根据时段调整音量，减少噪声；
所有公交线路全面取消车内垃圾
桶，逐步实现公交车内“无饮食”

“无垃圾”。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精细化

管理是一个追求完美、实现卓越的
过程。城市管理精到什么程度，细
到什么地方，是颇有讲究的。笔者
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考察。

第一个维度是形象。凡是一流
的城市，都有一流的形象，背后是
一流的管理。城市管理有多精细，
城市形象就有多精美。城市形象
好，城市管理中以绣花般的功夫和
工匠般的精细注重细节、做到细致
是重要因素。

第二个维度是成本。城市的建
设与管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适
用“过紧日子”的原则，不是越精
越细越奢越好，而不花钱、少花
钱、花小钱办好事才叫本事。

第三个维度是人性。城市的一
花一木、一砖一瓦都为了使市民有
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市民
的生活品质。无论是重形象，还是
讲成本，都离不开人，都不能偏离
人性。因为精细化不是繁琐化，而
是更加人性化，让市民有更多便利
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这三个维度，也是城市管理精
细化的三个尺度。理论上，精细化
管理的形象追求、成本控制与人性
体现应该统一，但落到实处时可能
走偏，没有精细到“点”上。

比如，有的地方过于注重形象
美，欠缺对公共设施的人性化考

虑。大街小巷的公交车站台，造型
大气、建筑美观，公交站牌的设置
却不够精细，在公交车班次密集的
站 台 ， 一 些 站 牌 就 很 有 “ 对 称
美”：一块站牌“装”不了所有的
班次和线路，另一块站牌基本会在
三五米开外的另一端。需要看站牌
的乘客，一般不熟悉线路，两块站
牌不挨在一起，确实很不方便。把
两块站牌并在一处，左右比邻，前
后相靠，有何不可呢？

再如，城市公园和街道的很多
设施，看上去很美，实际上中看不
中用，好看不实用，洋气而不便
利，未考虑到人的需求。市民逛街
逛累了，或者在公园走累了，歇歇
脚是本能需要，坐下来聊聊天更是
社交需要，城市风景那么美，坐下
来欣赏是精神需要，但“无座的公
园”和“无凳的长街”，让人不得
不“一直在路上”，直走得两腿酸
胀、全身乏力。

还有，很多公厕在方便、干
净、无味方面做到了一流，“如厕
体验”却并不美好。如坐便器上没
有垫纸圈，“平面式”蹲坑前溢后
溅，让人坐不爽、蹲不住。而洗手
水龙头不出水，烘手器失灵也是常
见问题，让公厕的便利程度打了折
扣。

城市管理不够精细的问题，主
要是人性化尺度被有意无意忽视，
出现为形象而精细化，为创新而精
细化，甚至为政绩或为得到领导肯
定而精细化的倾向。

以人性化为尺度，注定会有不
凡而持久的政绩，因为金碑银碑不
如群众的口碑；以人性化为尺度，
注定是最好的形象，是经久经典的
形象，而不是花里胡哨之举；以人
性化为尺度，就会有很多创新，因
为永不满足和尽善尽美正是人性的
表现。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应该着
眼人性化来实施精细化，通过精细
化来实现人性化。

用好人性化这个尺度

《是什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
刘亚东 著
工人出版社
2019年6月

朱晨凯

本书作者刘亚东，是科技日报
社总编辑、高级记者。他在派驻联
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期间，五年里
足迹达美国 48 个州，以新闻报道
的方式引领国内读者全方位、多层
次地了解美国科技、教育、社会、文
化以及风土人情。通过不断地走访
研究，作者发现，改革开放 40 年
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
步，举世瞩目的成绩值得肯定，但
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

书中聚焦那些“卡住了我们的
脖子”的核心技术，客观冷静地对
这些技术进行了解读，并配以图片
辅助阅读。聚焦这些“卡脖子”技
术，就是要用理性的态度和冷静的
声音去引导社会舆论，让公众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众多技术短
板，并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科技发展
抱有合理预期。书中增设延伸阅读
板块，对核心技术中的关键词进行

了说明和解释。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技

术还处于开发应用和跟踪模仿阶
段。核心技术被卡了脖子，这只是
一个表象，问题的实质是我们的基
础科学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等西方
发达国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办法解决不了我们的根本问题。
除了芯片，我国还有很多亟须解决
的“卡脖子”技术，这些只是我国创
新“无人区”的冰山一角。书中所介
绍的硬核科技涵盖了全球先进制
造技术的大部分主流成果，“中兴的

‘芯’病，中国的心病”“高端显示屏
上的阴影”“仰给于人的手机尴尬”
等语言，生动形象，通俗易懂。

作者指出，科学精神比科学知
识重要。这个比较层级涉及教育层
面。现阶段，中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小
学教育，往往重视传授的是科学知
识，而忽略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
学思想的灌输，而科学精神、科学思
想恰恰才是最重要的。科学知识只是

一个载体，应该在传授科学知识的过
程中传输给孩子们科学精神、科学
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等，这是
当前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所在。在教
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孩子的天
性、潜能、好奇心，要注重科学精神
的培养、科学思想的灌输。有了这
些作为基础，才有益于以后具体地
开展一些创新研究。

同样，创新环境也比技术发明
重要。为什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
欧洲落地开花？与四大发明相关的
一些产业的繁荣、发展几乎都是
在欧洲实现的。就此而言，眼下
中国依然没有真正形成适于创新
的环境和氛围。创新的环境有很
多，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
境、人文环境、金融环境等。营造创
新环境和氛围，比技术发明重要得
多——有技术发明而没有环境，
这个技术注定走不了很远；有了
创新环境，必定会诞生大量技
术，而且会获得持久繁荣。

面对“卡脖子”，我们怎么办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引进了许
多国外技术，但总体来说，消化吸收
做得不够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不求甚解，囫囵吞枣，这种科学技
术的引进态度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
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精神的指引，
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所以
我说，在科学精神指引下的创新活
动，才是富有活力，充满希望的。

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是一条
既不排斥拿来主义，又强调以我为
主的知易行难之路。当前国家处于

改革的转型期，一个快节奏的时
代，浮躁和浮夸让一些科技工作者
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
走捷径和“弯道超车”。总结别人的
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少走弯路
这才是对的，也是应该做的。但在
更多的情景下，“弯道超车”它是一
个伪命题，往往是投机取巧代名
词。我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
儿。除非你车里有毒品，警察追你，
要不干嘛弯道超车呢？弯道超车走
直线，就意味着别人走曲线，别人

都比你傻，这可能吗？很多实践已
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现在应该抛弃对科学功利化
的肤浅理解。科学能够做什么？简
言之，它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继
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
弘扬科学精神，绝不仅仅是科学共
同体的内部事务，它关乎我们国家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
设方方面面，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精
神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技术研究慎言“弯道超车”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
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
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
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
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
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
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
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说我们
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

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
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
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
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
没有去研究磁场、磁力线，也不懂得
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
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
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
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

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
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
出黄色炸药。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
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
事上用的炸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没什么关系。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
解，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影响我们
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的指
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走不远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档节
目《大国工匠》，我几乎每集看了。
拍得很好，下了功夫。问题是相对
于我们 13 亿人口，这些大国工匠
实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瞧不起
匠人的。从我们对很多职业的称谓
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什么剃头匠，
泥瓦匠，小炉匠，很多教师自嘲，管
自己叫教书匠……

要实现突破，不能轻视操作，轻
视实践。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
力者治于人。6 月 20 日，《科技日
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洋调查一
线难觅学科带头人身影”，讲的是
海洋调查的某个航次上，16名科研
人员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只有一
人。学科带头人都说，学生去了，我
就不去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

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了中德轨道
交通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我
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
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
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
听，原来都是工程师！我想，正是凭
借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
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
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
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要实现突破，不能轻视操作，轻视实践

能意识到“攻克核心技术的
重要性”是一件好事，但只认识
到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为所有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不
是一个个静止的堡垒，技术的发
展是一个持续渐进、永无止境的
过程，在被攻克的同时，别人还
在前进，并不会等你，虽然你攻

克了一项技术，人家可能又把你
甩在后面了，所以这样就永远只
能跟跑。

那怎样才能打破“跟跑”的
状态？把基础科学做好！基础科
学没有做好，就相当于源头没有
水，就只能永远跟跑。和日本相
比，21世纪以来到 2018年，18年

里日本获得了 18 个诺贝尔奖。从
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基础科学研
究存在巨大差距。要从源头上认
识到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必须要重
视基础科学，一方面要舍得投
入，另一方面要按照科学的办法
来管理基础科学，这才是最重要
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如何打破“跟跑”状态？把基础科学做好

科学除了科学知识以外，它还
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
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
领，它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
和理念，它远比科学知识重要。拥
有了科学精神会越来越多地掌握
科学知识。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
的，它包括批判质疑、求真务实、实事

求是、不懈探索、勇于创新、兼容并
蓄、宽容失败等等，还有很多。但批判
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和实质。我们
应崇尚科学，不应迷信科学。

首先科学不是万能的，其次科
学不代表一贯正确，事实上科学发
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不断的
自我否定中前行的。科学发现都是
挑战已知的概念，因而它不可能符

合传统的逻辑，所以它引起争议和
非议是必然的。科学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一个行为过程，也是人类对真理和
真相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所以科学
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批判质疑。

以批判质疑为精髓的科学精
神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中国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进步应该
包括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弘扬科学

精神也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意识
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所以大家应该充分
地认识到弘扬科学精神在中国的
必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
周年，对科学的呼唤在中国古老的
大地上已经回荡了整整一个世纪，
只有高高地举起科学的大旗，弘扬
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事业才能走
向光明的未来。

■以批判质疑为精髓的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全球科技通史》
吴军 著 中信出版社
二○一九年四月

本 书 梳 理 了 2009 年 至
2018 年的 100 项突破性技术，
按照技术特点划分为人工智
能、人机交互、硬件与算法、
模式创新、云与数据、机器
人、能源、材料、生物医疗、
基因等领域，邀请国内外权威
技术专家、投资人对一些领域
技术的特点、产业应用现状、
未来发展趋势及投资潜力进行
点评，给出前瞻性的投资、科
研指导意见与建议。

本书从不同角度对人们熟
知的常识进行解读和剖析，又
挖掘出许多新的观点，让读者
见微知著，感受科技叠加式进
步的魅力，真正洞察世界变化
的趋势，消除由于对周围世界
缺乏了解、对未来缺乏把控而
产生的焦虑。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
书店提供）

铜钿蚀得青莲谢（剪纸漫画） 刘志永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