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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水清

草木具有野蛮生长的特性，
尤其是夏至一过，便会越发葱
茏。但是，枝繁叶茂，势必与树
干或果实争夺营养，所以在农艺
上，初夏正是修剪枝叶的好时
节。

“制”，最初的字形指的正是
用刀具修剪树木的枝梢繁叶，以
使树干粗壮或结出更多果实。从
未，指枝叶繁茂尚未结果的形
态；从刀，当然指刀具。有的篆
文更是在字形上添加“彡”，表
示碎叶被剪除。

“制”在声符上通“止”，这
就使其不但具有限定、约束、规
范的义涵，还有抑止、掌控、引
导的意义。“制，裁也。”裁剪、
裁断正是“制”的本义。“制彼
裳衣”，如果以此种方式裁布做
衣，不是有了创造、制造的意义
吗？所以，裁剪制衣的“製”，
在与“制”合并前，正是突出了
制造的特征。

“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
制术也。”高明的用人之道，当
用人之长、避人之短，这与修剪
枝叶是一样的道理。“水因地而
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懂得控
制、约束的方法，因势而制、因
时而制、因人而制，才是成功之
道。

“制”就是规矩、规范、规
章，就是限定、约束。“制”又
通“治”，就在于有效的治理，
恰恰需要依托以“制”为核心的
制度。没有制度，治理就难以产
生根本性、长久性的效能。

“制”的作用，靠的就是那
把“刀”，没有这把“刀”，就

“剪”不动、“割”不断那些残枝
败叶。所以，制度规范越是严实
紧密，越能说明“刀”锋的锐
利；反过来，“刀”锋越锐利，
制度就越能显示“带牙齿”的效
应。

制度不“咬”人，与挂在墙
上的摆设有何区别？

来源：解放日报

制度的力量从哪里来
——趣解汉字“制”

包特

隐形成本在现实中的例子很
多，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来
看，比较重要的大概包括以下几
种。

流程成本或者说“填表成本”
“开会成本”。从 经 济 学 角 度 来
看，员工每天工作时长是固定
的，这部分时间的机会成本就是
员工的工资。如果管理者在作相
关安排的时候不把这一点纳入考
量，就会产生为了显示流程公
正、手续齐全，甚至单纯只是为
了“刷存在感”而乱开会、乱组
织填表的情况，造成极大的人力
资源浪费。

政策不确定成本。很 多 时
候，“一刀切”式的管理方式虽
然可以更快地达到目的，但也可
能因此增加企业对经营环境的不
确定性，从而降低他们的预期回
报和投资积极性。

职业激励扭曲成本。当组织
内部组员越来越向少数部门倾
斜，或社会内部资源越来越向少
数行业倾斜，那么人们对自己人
力资源的投资也往往会受到未来

期望回报的影响。这可能会造成
在一个企业或组织内部，本来属
于技术部门的人才也一定要向管
理类岗位转型；或在一个社会
里，本来更适合在自然科学或技
术行业工作的人才也被高薪吸引
转向金融业。

家庭内生产劳动成本。在世
界各地，家庭内劳动生产活动，即
通常说的“家务”活动虽然不计入
生产成本或产出，但也是重要的
经济活动，并影响着劳动者在家
庭外部劳动市场的劳动力供给。

避责成本。很多企业和个人
在今天也会面临由于担心出现负
面舆论评价，而在相关经济活动
中采取过于谨慎，甚至“因噎废
食”式的应对方法以求万全。这
种以避责为首要考量的行为模式
可能让社会损失很多创新和发展
的机会以及进一步增长的潜能。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如果
政策制定者希望全面降低经济活
动成本，减轻企业和家庭负担，
除了在税费等可见成本方面给予
优惠外，隐形成本的降低也是相
关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

来源：学习时报

不可忽视的“隐形成本”

桂晓燕

老宁波明白，在一个家庭或者
团队、单位里，如果大人或者尊
长、上级，能够放低姿态 ，温 良 谦
让，尊重并善待小孩或者部属、下
级，那么这户人家或者这个团队、
单位，必能上下一心，团结和谐，关
系融洽，办事顺利，充满温馨和朝
气。这就是老话说的：“若要好，大
做小。”

“若要好，大做小”，短短几个
字，概括了老祖宗千百年的处世智
慧。我们知道，古人的等级观念比
较严重，讲究官贵民贱、尊卑有
序，大是大，小是小，怎么可以

“大做小”呢？其实，这只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已经落后的一面，中国
传统文化还有另外优秀的一面，那
就 是 非 常 强 调 和 谐 。《论 语 · 学
而》 里记载了孔子高徒有子的一句

名言：“礼之用，和为贵。”意为礼
的作用，以人的关系和谐为贵。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若要好，大做
小”这个观念，也能从中国古老的

“和文化”中找到源头。
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众所

周知，无论古今中外，婆媳是一对
最难相处的关系。关于旧时的婆媳
关系，宁波老话有这样一些说法：

“ 做 囡 像 根 龙 ， 做 媳 妇 像 根 虫 。”
“河埠头讲阿婆，念经堂讲媳妇。”
“新穿鞋子紧愁愁，好煞阿婆疙瘩
头。”“勿做阿婆怨阿婆，做了阿婆
赛阎罗。”⋯⋯一听就知道，这婆
媳关系果然难搞。所以说，如果能
处理好婆媳关系，最应该得到大大
的点赞。宁波人熟悉的越剧《碧玉
簪》中王玉林的娘，就是一个值得点
赞的婆婆。阿林娘睿智豁达，风趣幽
默，尤其是在“送凤冠”时，将一个

“若要好，大做小”的好婆婆形象，表
演得无比生动。她手捧凤冠，满面春
风，未曾开言笑先闻；她是婆婆，是
长辈，却口口声声尊称李秀英为“媳

妇 大 娘 ”； 她 善 解 人 意 ， 能 说 会
道，将儿子、儿媳比作她心疼的两
块心肝肉、宝贝肉⋯⋯

如果说，像阿林娘这样的婆
婆，在等级森严的旧时代纯属可遇
而不可求，那么时至今日，儿媳妇
们早就翻身做主人了。不但做囡时
一根龙，做媳妇照样也是一根龙！
另外，旧时小孩子在家里地位普遍
较低，要是调皮捣蛋不听话，吃

“ 蛋 糕 ”（挨 骂 挨 批 评）， 吃 “ 栗
子”（手指敲脑袋），甚至吃“竹笋
烤肉”（竹尺打屁股） 都不稀奇。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特别需要提
倡“若要好，大做小”的做法，特
别需要家长放下身段，尊重孩子，
善待他们。而现在风气完全不同
了，“眼睛一眨，赖孵鸡变鸭”，许
多小孩子在家里成了小皇帝、小公
主，有些老子倒累得像个孙子。所
以，面对这种新情况，大人要解决
的，已经不是如何“大做小”的问
题，而是如何纠正对孩子太过娇宠
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最需要提倡“若
要好，大做小”的地方，是家庭以
外的一切单位和团体。也许有的领
导 （包括老板） 觉得自己的地位和
水平比员工高，应该保持强者的姿
态和领导的气派，无须“大做小”
去关心下面的员工。笔者认为，那
是因为他修养不够，平等意识不
强。他应该听听阿拉宁波老话怎么
讲：“师傅徒弟，推扳三年；老板
伙计，差眼本钱。”又何必自我感
觉那么良好呢？无数事实已经证
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越是有文
化、有修养的领导，就越是胸襟
开 阔 、 眼 光 远 大 ， 越 是 礼 贤 下
士、平等谦和、温良恭俭让。而
这样做，他也必然能取得更大的成
功，使单位更加蓬勃向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平等意识日
益深入人心，陈腐落后的等级观念，
必然遭到人们的唾弃；而充满智慧、
富有人情、体现了“和文化”精髓的
老话“若要好，大做小”，则是我们应
该传承的精神财富。

若要好，大做小
老话新聊

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 （（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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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五烈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之一的殷夫

““浙东刘胡兰浙东刘胡兰””李敏李敏

漫画角

这花挺漂亮 丁安 绘

张伟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
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
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
增添很多正能量。”中国革命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光辉历史，是中国近代
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回
望宁波革命史，缅怀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在一路血色中矢志不渝，
在前赴后继中勇往直前的革命先
烈，可以汲取智慧和力量，凝心聚
力，开拓前行。

艰苦卓绝的宁波革命历程艰苦卓绝的宁波革命历程

宁波是一片红色热土，宁波革
命历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回顾宁波地方党组织建立发
展的革命历程，对于充分发挥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对于
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宁波是建立中共地方组织较早
的 地 区 之 一 ， 1925 年 二 三 月 间 ，
中共宁波支部成立，有党员 5 名，
宁波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党的领
导；1926 年，中共宁波地委建立
后，宁波的工农运动掀起高潮，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先于上
海在宁波实行反共“清党”，宁波
的革命斗争陷入低谷；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宁波地方党组织先后 6 次
被破坏、4 次重建，至 1932 年完全
中断，直到 1937 年的全面抗战之
初，宁波地方党组织重建，成立中
共浙东临时特委，之后不断演变发
展；1941 年，中共领导的浦东武
装南下三北，次年，中共浙东区委
成立，领导浙东军民逐步开辟了全
国 19 块抗日根据地之一的浙东抗
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浙东党政机构和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四
明和三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
酷“清剿”，宁波地方党组织缓慢
发展。1945 年，重建四明主力武
装，开始从隐蔽坚持转向发展游击
战争，建立了浙东游击根据地，坚
持斗争，至 1949 年配合南下的解
放大军解放宁波。

纵观这段历史，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宁波地方党组织，从建立
之初的快速发展，到白色恐怖下的
屡遭破坏，再到抗战时期的重建与

融合、解放战争时期的隐蔽坚持和
后来的发展壮大，一路走来，异常
艰难，但终究迎来胜利曙光。宁波
革命历史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缩
影，宁波的革命道路是中国革命道
路的一个生动写照。

宁波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宁波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
希 望 的 民 族 不 能 没 有 英 雄 。” 英
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丰碑，是引
领潮流的时代楷模。革命先烈是为
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而献
身的英雄群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 有 姓 名 记 载 的 宁 波 籍 烈 士 有
1300 余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
写了党的光辉历史。

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之

“钙”。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宁波
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勇投入救
国救民的时代浪潮。从大革命时期
的大浪淘沙，到革命低谷期的淬火
升华，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的百炼成钢，理想信念是革命大
熔炉的催化剂和试金石，杨眉山、王
鲲、胡焦琴、王家谟、沙文求、卓兰
芳、竺清旦、朱镜我、朱洪山⋯⋯一
个个响亮的英雄的名字，深刻在历
史的天空，永放信仰的光芒。

二是深厚的家国情怀。面对当
时积贫积弱、硝烟四起的中国，宁
波的先烈先辈舍家为国，胸怀天
下，为真理、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终
生。他们以历史使命代替儿女情
长，甚至不惜脱离原有的出身环
境。贺威圣，浙江献身革命的共产
党员，家庭条件优渥，他在 18 岁
踏上求学道路时便发出了“壮士岂
为儿女泣，要将投袂兴神州”的豪
迈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
中国之明天而奋斗。殷夫，著名的
左联五烈士之一，其兄是国民党高
级军官，但他毅然与之决裂并宣
布：“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
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朱枫，
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1949
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将对爱人子
女的思念之情深埋心底，奉命潜伏

“台湾”，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台北。
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先烈舍小
家为大家，才有了国家的新生和人
民的幸福。

三是牢固的宗旨意识。这是中
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根本体现，
不论职务高低，坚持群众路线，与
人民水乳交融。陈寿昌，我党工人

运动的早期领导者、湘鄂赣省委书
记兼红十六军政委，他用短暂光辉
的 一 生 实 践 了 自 己 的 人 生 之 志 ：

“余生艰险尽，后继可沾晖。”李
敏，“浙东刘胡兰”，抗战时期她关
心劳苦大众，为群众解难化忧，打
开了鄞西地区的工作局面，也引起
了敌人的忌惮而被捕牺牲。

浙东革命精神的磅礴力量浙东革命精神的磅礴力量

李大钊同志曾经说过，“历史
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
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
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以开拓创
新、艰苦奋斗、英勇斗争为基本内
涵的浙东革命精神，形成于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同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
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不懈奋斗的
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精神财富。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国
民党和日伪统治的核心区域扎下了
一个钉子，这在浙东革命历史上具
有重要的开创意义，浙东抗日根据
地也因此成为被毛泽东认可的 19
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日军侵占宁
波的四年间，浙东军民与日、伪、
顽进行了坚决斗争，反“扫荡”、
反“清乡”，开展反顽自卫战，发
挥了明显的军事牵制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东新四军
奉命北撤，留守干部化整为零，藏
身于深山中的“竹公馆”，在异常
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保留革命
火种，继而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
击战争，最终迎来宁波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过渡时期，
宁波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艰苦奋
斗，建立公有制经济基础，确定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时期，宁波人民克服重重困
难，努力战胜自然灾害，积累了探
索社会主义的有益经验；“文化大
革命”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奋力
投入“四项工程”建设，为宁波日后
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
时期，宁波人民敢为人先，敢作敢
为，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推动宁波
国际化港口城市建设不断迈上新
台阶。

当前，宁波正着手推进新一轮
改革开放，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面对机遇和挑战，需要
我们进一步发扬浙东革命精神，以
史为鉴，开拓奋进。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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