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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吴启钱

每当发生重大事故或事件，从新闻
报道中常看到“第一时间作出批示”“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到达
现场”等词，说明领导高度重视，有关部
门反应迅速，措施有力。

今年，伴随着电视问政节目的走
红，“第一责任”的提法也变多了。一些
民生问题一经曝光或接到群众投诉举
报，各单位主要领导通常都能在第一时
间到现场解决问题，以闻过即改的态
度，担负起第一责任。

第一责任是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
一个部门单位主要领导最重要、最集中
的岗位职责。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各单
位主要领导是单位各项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在其位谋其政，首要就是履行第
一责任。

第一时间是刻不容缓的时刻。发生
重大事故或事件，出现重大灾情或舆
情，处置和救援当然刻不容缓。对领
导而言，能在多长时间内掌握情况，
调配资源，解决问题，反映了其重视
程 度 和 领 导 水 平 。对 救 援 或 处 置 部
门 来 说 ，在 多 长 时 间 到 达 救 援 现 场
并 予 以 处 置 ，也 反 映 了 其 对 问 题 的
重视程度和工作能力。对民生问题，
一 经 曝 光 或 一接到投诉举报，主要领
导能在第一时间到现场，也说明对自己
肩负的第一责任有高度自觉。

第一责任人在第一时间担当第一
责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问题解决在
萌芽状态，防止升级变味、负面影响扩
大。对于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来说，能

在第一时间获知主要领导的意见，得到
主要领导的援手，获得解决问题所需的
资源，也能够全力以赴，达到事半功倍
效果。对于群众来说，遇到的问题、反映
的情况能够在第一责任人到场后得到
解决，其获得感与对政府的满意度都会
提高，避免出现“塔西佗效应”。

在第一时间担负第一责任，重在掌
握第一信号，了解群众的即时情绪，这
样才不会被问题牵着鼻子走，掌握工作
的主动权。这就需要主要领导不发通
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
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而不是坐在办
公室里看材料、听汇报、读报告，避免来
自基层一线的信息和来自群众的情绪
信号经层层转报而扭曲、失真的现象发
生。

在交通和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第
一责任人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并
不难，但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担起
第一责任，却不容易。主要领导能不
能 当 场 看 清 问 题 与 事 件 的 本 质 与 症
结，能不能当场拿出解决方案、分解
解决步骤与责任归属，能不能调动资
源解决问题，能不能处理好依法行政
与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关系，会不会
举一反三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敢不敢对造成问题负有责任的有关人
员包括自己进行问责等等，这一切对
领导干部的态度、素质和能力，都是十
分具体的考验。因此，通过学习教育和
工作实践，抓紧练就这个本事，是领导
干部担当责任使命的必由之路。

危急时刻见真章。对于主要领导来
说，第一时间担起第一责任，有助于提
升自己在群众和下属中的威信。而最关
键的，是要心系民生，切实解决问题，切
记不能作秀也不去作秀，不能忽悠也不
去忽悠。

第一时间和第一责任

刘云生

人们常说，救急不救穷；或者说，救
得了急，救不了穷。怎么救？最重要的措
施是：读书和学艺。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个人的力量
有限，对他人的急难只能量力而行。如
果朋友买房急需，你可以帮忙凑首付或
者送上红包；但如果朋友终身贫困，你就
可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但在宋代范仲
淹看来，对于家族中的贫困亲人，只要有
能力，不仅要救急，还得救贫救穷。

范仲淹是君子，说到做到，不仅自
己身体力行，还要求后代子孙凛遵无
违，实现了 范 氏 家 风 的 传 承 。谁 家 老
人 去 世 了 ，没 钱 安 葬 ，丧 葬 费 、墓 地
费，他来承担；谁家孩子该娶媳妇了，
没钱办理婚礼，他来承担 ；谁家女儿
大了，没有嫁妆，他来承担。

但范仲淹很快发现，救急救不了穷。
对于家族中的贫寒家庭，钱粮救济只能
缓解一时急困。如何让族人走出贫困，奔
向小康才是赡族的根本。于是，他在苏州设
立了义学，希望家族子弟通过学习知识改
变命运。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范氏义
学，也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一千多年来，
为家族、为国家培育了大量的可造之才。

范仲淹的义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
效应。很多家族精英意识到，赡族首先
要救急，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救穷。怎么
救？最重要的措施就两项：读书和学艺。

为彻底解决贫寒子弟的后顾之忧，
宋代一般家族都设有义学。义学办学资
本从哪来？很多来自家族精英，特别是
在外做官的家族子弟捐助的俸银或土
地，聘请塾师教授族中子弟常用典籍。
学习优良者可以参加科考，为官为宦，
彻底改变身份和命运；即便学习一般，
也能识文断字，明了忠孝节义，作一介

良民。
江西义门陈氏聚居共财数百年，宋

真宗赞誉老陈家“聚居三千口，人间第
一；合炊四百年，天下无双”。陈家为什
么能够保证家族几百年繁盛不衰？最根
本的原因就是普及了族人的基本教育。

捐资助学是陈氏家族最重大事务。
早在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 890 年），老
陈家就创办了东佳书院，家族子弟免费
入学，后来还推恩至外族乡邻子弟，以
至于江南名士尽出陈家。如此办学的效
果怎么样？到十一世纪中期，老陈家就
有三十多人步入官场，四十多人受朝廷
封赠，中举人数有 120 余人，官至宰相
者两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特别火爆的职
业教育。典型者如绍兴师爷。这些师爷
从明末开始就是一股相当强劲的家族
性、地域性社会力量。稍加考察，不难发
现，绍兴师爷的真正兴起也是家族精英
救穷的产物。

明代万历年间，绍兴籍吏部尚书、
内阁大学士朱赓持续引进家乡落榜子
弟担任不入流胥吏，相当于没有正规编
制的合同制人员。这类人虽然是合同
工、办事员，没编制，没身份，但因为掌
握了具体实施政策、法律的权力，还拥
有丰富、灵通的政务信息来源，日子过
得顺风顺水，有滋有味。几年后就脱贫，
要么辞职参加科考，要么用钱捐个官
位，实现从吏胥到官员的身份转换。最
终，政坛上兴起了绍兴籍职业性、地域
性秘书帮。到了清代中期，有句话不胫
而走：“无绍不成衙”，绍兴籍师爷遍布
中央各大衙门，远达荒江大漠，形成
了庞大有力的社会势力。雍正朝河南
巡抚田文镜的师爷叫邬思道，江湖人
称“邬先生”。这人自小家贫，读书刻
苦，后来科考不如意，决意游幕，所学
刑名、钱粮、文牍，样样胜人一筹，终
成一代名幕。据说，雍正皇帝在写给田
巡抚的专门折帖中，偶尔还会来上一
句：邬先生近来可好！

（来源：深圳特区报，标题有改动）

若想救急又救穷
须得读书和学艺

世象管见

1857年，上海黄浦江边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日后看来，它却影响了整个中国。
这日，一个17岁的划船少年，将一位喝得醉醺醺的乘客送到了岸边。这人走得匆忙，竟落下了随

身的公文包。公文包里装有几千美元、一沓英镑和若干张生意单据。少年若是卷走这笔巨款，后半生足
以衣食无忧。但他停了生意，船靠在岸边，一直等待失主。失主赶来时，看到包里的钱分文未少，感激
地拿起几张纸币塞给少年。“物归原主是应该的。”少年耽误了大半天生意，却不要钱。

失主愕然，随即换了主意：“你明日来找我吧，我有事跟你谈谈。”二人所谈之事，竟让这个一穷二
白的少年，在几十年间成了清末巨富。富可敌国的他却不爱财，一生不穿绫罗锦
缎，不坐马车，唯一的心愿是发展教育：59岁时，散银十万两建了澄衷学
堂，开蒙后代；特聘蔡元培做校长，丰子恺、陶行知、章太炎等大师来校演
讲；在澄衷学堂培养的4万学子中，人才辈出，有胡适、李四光、竺可桢等
影响时代的栋梁。少年劳碌一生，唯留一句话，振聋发聩：兴天下之利，莫
大于兴学。

这位乱世之中的中国巨富，一生重义守节，却鲜为人知，他叫叶澄衷。

叶澄衷是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
庄 市 人 。 1840 年 ， 鸦 片 战 争 爆
发，叶澄衷在腥风血雨的渔村出生
了 。 10 岁 那 年 ， 父 亲 出 海 打 鱼 ，
海上刮起风浪，掀翻了渔船。父亲
也被卷入大海深处，再也没能回
家。渔民葬身大海，在那时的渔
村，并不罕见。对于叶家而言，失
去了顶梁柱，垮了半边天。

叶澄衷被迫从私塾辍学，挑起
养家重担。他原想继承父亲衣钵，
出海打鱼，却遭到了母亲的严厉制
止，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叶澄衷听
话地在杂货铺找了份工作，当搬
货、洗衣做饭的伙计。四年后，叶
澄衷随同乡来到上海，落脚之处依
然是家杂货铺。老板得知他会摇
船，送他到码头摇舢板，在往来商
船间卖货。

叶澄衷当时在往来商船间卖

货，因语言不通，需要雇用一名翻
译。而翻译要从货款中抽取佣金，
价格不菲。为了节省这笔费用，叶
澄衷花了一个月工钱给自己请了英
语老师。在这个月里，他抓紧一切
时机学英语，甚至每晚学到深夜。
毕竟下个月，他就再没钱请老师
了。一个月后，他带着一本英语注
解书，跟外国人磕磕绊绊地直接做
起了生意。

而那位丢失公文包的失主，正
是洋行经理，他给叶澄衷提供了一
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当时国内紧缺
五金零件，他可以从外国商船上置
换一些，自己售卖，一定会赚钱。
此言醍醐灌顶。叶澄衷大胆地跟买
货的船员以物易物，用他兜售的日

用品，换一些船上多余的螺丝、铁
钉等金属零部件。久而久之，他积
攒了大量库存，开始在黄浦江边摆
摊售卖五金零件，生意颇好。

两年后，叶澄衷不再甘于做路
边的小商贩，萌生了开店铺的想
法。当年的洋行经理给了他第一笔
贷款，两人立下契约：叶澄衷只能
从该洋行进货，而洋行经理则以最
低价给他。在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中，洋行经理由衷地感到，眼前的
年轻人将来定会做出一番事业，他
的谋略胆识、正直品性都远胜于一
般人。

很快，叶澄衷以个人身份，开
了近代中国第一家五金行。因生意
火爆，很快又在上海开了第二家分
店。甚至顺长江而上，在武汉等地
开设了十几家分行。从此，一代五
金大王开始崛起。

叶澄衷能做到这个地步，不光
靠运气。他管理有方，又勇于创
新，不仅首创了五金界的同行拆借
制度，还设立了一套信誉赊账制
度。信誉良好的店主可以先赊账拿
货，季末结账，不守规矩的店主，
叶澄衷便会通报同行。因叶澄衷素
来一诺千金，颇有声望，被他通报
的人便被彻底列入行业黑名单。

一次，李记铁铺的老板未能按
时交账。得知该老板的妻子生病，花
去了家中大半钱财，叶澄衷非但没
有催缴，反而自掏腰包帮他垫付。此
事一出，叶澄衷的美名更加远扬，上
海滩所有的李记铁铺只认准叶澄衷
的五金铺。

叶澄衷极富威严。每年各个分
号的店主吃团圆饭时，赚钱最多的
老板紧挨着他坐。而赚钱最少的则
正对着他，他要用他锐利的目光，
鞭策手下。长此以往，叶澄衷虽开
分行无数，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毫
不夸张地说，他定下的规矩，便是

整个五金行业的行规。
1866 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

上海滩，无数钱庄倒闭。敏锐的叶
澄衷早早感受到风暴靠近，把在外
资金通通回笼，成功避险。当别人
节衣缩食、保住家业时，叶澄衷已
在开拓新领域——煤油业。当时美
国洛克菲勒财团旗下的美孚石油，
急于打开中国市场，而国人使用煤
油的习惯，并不普及。叶澄衷胸有成
竹地给请他代理的洛克菲勒提了三
个条件：第一，由我独家代理；第二，
将佣金由 20%提高到 25%；第三，延
长收账时间至 90 天。

叶澄衷提出的条件在当时十分
任性，洛克菲勒却无法拒绝。想要
进军上海滩，非通过叶澄衷打开市
场不可。叶澄衷夸下海口，不是无
稽之谈，他事先也做足了市场调
查。给美孚石油制定的是低价营销

策略：买煤油，送必备的玻璃灯
罩，一旦破碎，拿着玻璃残片，还
能免费再领一个灯罩。而 90 天足
够长的收账时间，他用这笔无息的
钱周转自家五金生意，还对外大量
投资。在叶澄衷代理美孚石油的数
年间，仅佣金便有十万余元，而他
在收账期内利用煤油账款获得的收
益更是难以估量。

1883 年 ， 国 际 蚕 丝 价 格 大
跌，江南赖以支柱的养蚕业受到重
创。棉花行接连倒闭，大量运棉商
船低价抛售。叶澄衷又做了一个令
人意想不到的决策：收购商船。当
时，洋务运动轰轰烈烈，民族工业雨
后春笋般露头。工业时代，煤炭必不
可缺，有了这几十艘低价买来的商
船，将来运输煤炭自然不用发愁。果
然，他经营的煤炭生意风生水起。

叶澄衷的商业帝国一路开疆拓
土，高歌猛进。最明显的特征是，
他把逆境当成机遇。弱者迎风退
缩，只有强者才能御风而行。

叶澄衷完成财富积累的时候，
中华民族也正承受着内忧外患的重
压。

1884 年，法国人开着军舰打
到家门口。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
局都急需煤炭打仗，同时向叶澄衷
定购了一船煤。当时他手里煤炭存
量只够一船，先送到了福州船政
局，以高价又买了一船，令手下押
运至江南制造局。当时很多人疑
惑，叶澄衷不是商人吗，怎么还做
赔本的买卖。叶澄衷坚决表态：大
敌当前，绝不发一分国难财。然而
清政府还是令他失望了，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条约。从此，法国人将叶
澄衷视为眼中钉。

一次，法国人要抢占“宁波
帮”商人用地，双方争执不休，发
生小规模流血事件。叶澄衷听闻勃
然大怒。旁人劝他五金行还要跟洋
人做生意，不要自断财路，他仍打
算出面谈判解决。尚未成行，听闻
法国人竟对市民开炮，伤及无辜。
叶澄衷热血沸腾，号召各行各业的
宁波同乡们罢工，以此倒逼法国人
认错。先号召码头扛货的弟兄们罢
工。工人们同心协力，无论给多少
钱，都拒不卸货。停滞在码头的外
国商船越来越多，囤积的货物却始

终到不了岸上。多待一日，损失翻
倍，外国商船主怨声载道。随后是
法租界的女佣、保姆、工人们也加
入罢工行列，他们的罢工让原本洋
房花园优雅的租界，很快变得拥
堵 恶 臭 。 这 场 原 本 只 有 “ 宁 波
帮”参与的罢工，迅速蔓延到全
上海。那些在上海过惯了老爷生活
的外国人，出行不便，生活无人照
顾，生意没人光顾，陷入一片混乱。
他们齐齐把矛头对准了始作俑者
法国人。法国人不得不妥协，却更加
憎恶叶澄衷。不少人盯上了这位爱
国富商，多次声称“杀之以泄愤”。

叶澄衷毫不畏惧。为国为民，
有些事必须做。

叶澄衷早年丧父，不得不辍学打
工。后因战乱贫困，再也没能回到课
堂。学历不高，成为他一生的心病。

为了不让更多人重蹈覆辙，他
小有成就后，便在家乡设立学堂，开
蒙后辈。后来，这所学堂走出了邵逸
夫、包玉书、包玉刚等近代知名实业
家。不仅如此，每逢各地水灾旱灾，民
不聊生，他都会散财赈灾，救济难民，
被时人称为“首善”。而他自己，一生
从未穿过绫罗锦缎，别人送他的华
服，他转手便送人。外出谈生意，有人
叫了高头大马车、洋车来接，他也坚
决不坐。勤俭质朴，毫无富人做派。

59 岁那年，叶澄衷做了他生命
中最后一件大事，筹办上海澄衷学
堂。他为学堂设立了校董会、校监会
及账房，互为监督，还参与了课本选

材及学校规划。不料他却突发疾病，
生命垂危。临终前，他嘱咐长子叶贻
鉴：学堂长远发展乃国之大计，叶家
子孙万不可干涉。

几天后，叶澄衷走完了辉煌而
传奇的一生。而他床前挂的帐子，仍
是结婚时用的土布帐。屋里的摆设
朴素得有些破旧，看起来怎么也不
像一代商业巨贾的居所。叶澄衷离
世匆匆，连澄衷学堂的模样都没来
得及看一眼。

学堂成立后，以蔡元培为首的
历任校长、教师们，前后培养出 4 万
学子。这群从澄衷学堂走出的青年，
正遇上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他们奔
走呼告，殚精竭虑，拯救中华民族于
危难之中。这一切的起始，正是当年
那个守信的少年和他一生笃信的

“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
倘若在天有灵，叶澄衷先生可

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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