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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汤和 （1326 年—1395 年），濠
州 （今安徽凤阳） 人，是明朝开
国皇帝朱元璋的忠实战友和得力
助手，为明朝开国元勋。他历任
统 军 元 帅 、 征 南 将 军 、 征 西 将
军、征虏将军等职，先后被封为
中山侯、信国公。汤和是元末农
民起义的勇猛战将，也是明朝初
年的常胜将军。

元至正十二年 （1352 年），汤
和带领十多名壮士参加了郭子兴
的红巾军，后被封为千户，写信
邀请在皇觉寺出家的朱元璋参加
义 军 。 有 人 知 道 了 这 封 信 的 内
容，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投奔
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此后，汤和
驻 守 常 州 、 平 定 福 建 、 南 征 北
战，立下赫赫战功，直到解官告
老。

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 年），
朱元璋心有顾忌，不愿诸将长期
统领军队，只是还没有公开采取
措施。汤和洞察出了朱元璋的心
思，找机会对他说道：“臣年事已
高 ， 不 能 再 指 挥 军 队 驰 骋 战 场
了，希望能返回故乡，为将来死
去找一片容身之处。”朱元璋为汤
和 主 动 让 权 而 高 兴 ， 顾 谓 汤 和
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

倭寇骚扰大明海疆，朱元璋

的意思是，爱卿虽老迈，可要为
朕走这一趟啊！汤和二话不说，对
朱元璋行了一礼，带着妻子儿女，
回到了曾经生他养他的故乡。汤和
的一系列举动，使得朱元璋从猜忌
他，变得对他恩宠有加。解除了汤
和的兵权后，朱元璋开始在中都凤
阳给汤和修建府第。

迟暮之年，经略海防

当 时 倭 寇 经 常 骚 扰 沿 海 一
带。据 《宁波古代史纲》 一书介
绍 ， 倭 寇 对 浙 东 的 侵 略 始 于 明
朝 ， 到 明 世 宗 嘉 靖 年 间 最 为 激
烈，从洪武二年到万历四年的 207
年间，宁波成为倭寇直接掠夺的
地区之一，倭患达 37 次之多。尤
其从嘉靖三十年 （1551 年） 开始
的近十年中，倭寇几乎每年要对
宁波发动侵略。倭寇入侵，烧杀
淫掠，无恶不作，手段极其残忍。

汤和实地巡视后，决定在苏
浙沿海一带筑城 59 座抵御倭患。

“洪武时，遣信国公汤和经略边海
于宁郡，海滨诸处添设卫所较他
郡独多。”（《雍正浙江通志》）
宁波府设有宁波、定海、昌国、
观海卫、临山卫等共 5 卫 20 千户
所 ， 每 卫 约 5600 人 ， 共 有 军 士
22400 名。洪武三十年 （1397 年）
又命汤和整饬海防，“浙东民四丁
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

八 千 七 百 余 人 ” ( 《明 史 · 汤 和
传》 )。

亲临大嵩，巡视海防

洪武二十年 （1387 年），汤和
奉命经略海疆，他到沿海巡视，
勘察地形，登上方桥硖石岭顶峰

（注：硖石岭是连接大嵩滨海地区
和鄞县东吴、五乡一带的古道），
居高临下，俯瞰大嵩海域，只见
白茫茫海面与东海相连，远处隐
约可见的舟山双屿群岛是倭寇巢
穴。从元代开始，骚扰宁波的倭
寇正是由此登陆进入腹地的，盖
因这里的形势十分险要，历来为
浙东海防要塞。

汤和沿着方桥的毛洋沙滩海
岸线，过剑门山峡，到达大嵩凤凰
山，选定在此修筑所城。大嵩所城
建成后的 200 年间，大规模的抗倭
斗争就有 7 次。城内军民同仇敌忾，
顽强抗击，击溃了倭贼一次又一次
的突袭，留下了许多壮烈的故事。

方桥硖石岭修筑的要塞，不
仅在明嘉靖年间被戚继光抗倭军
驻 守 ， 直 到 清 光 绪 年 间 仍 有 驻
军，在以后的抗击英、法、日侵
略军的战斗中继续发挥作用。

立庙祭祀，追思缅怀

大嵩所城屯兵千余，官兵们

都 是 从 全 国 各 地 征 集 、 调 遣 而
来 。 根 据 汤 和 制 定 的 “ 寓 兵 于
民”的海防体系，这些官兵有事
则战，无事则耕，最终在此安家
落户，生息繁衍。其中有徐、张
两 戍 卒 ， 原 籍 温 州 ， 于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1394 年） 自 温 州 盘 石
卫 宁 村 所 调 戍 至 大 嵩 所 ， 与 其
他 官 兵 一 样 在 大 嵩 落 脚 生 根 ，
世 代 繁 衍 ， 逐 渐 成 为 城 内 望
族 。 至 明 末 清 初 ， 各 有 一 支 迁
徙到方桥定居，成为村中两大姓
氏。

汤和勘定建造的大嵩所城和
硖石岭工事，历久牢固，对抗击
外来入侵，保境安民功彪千秋。
大嵩方桥百姓寻根思源，深知当
初若是没有汤和，也就没有世代
后裔的繁衍兴旺。立庙祭祀，就
是对汤和恩泽的追思和缅怀。

为表达对这位抗倭英雄的敬
仰和崇拜，大嵩百姓立庙祭祀，
兴建了方桥敷普庙。该庙始建于
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年），距今
已有 300 多年历史。1970 年方桥
敷 普 庙 被 拆 除 ， 改 建 为 村 大 会
堂，1992 年选址重建；2017 年被
省政府主管部门命名为“浙江省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由于方桥敷普庙规模小、设
施不全，建筑材料遭白蚁侵蚀，
存在安全隐患。为保护传统历史
文化，规范提升民间信仰活动，
改善村庄环境，2017 年方桥村干
部和乡贤仁人倡议重建敷普庙和
汤和纪念馆，得到了村民和外地
民众的积极响应，众筹资金 200 余
万元，并于 2018 年春天动工兴建。

汤和纪念馆通过图文、雕塑
等形式，详细介绍了汤和生平事
迹，重点介绍了 600 年前汤和奉旨
在东南沿海建造抗倭卫所，抵挡
外来侵略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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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小伟

当下，试点是我们开展工作
的 重 要 方 法 ， 但 在 有 些 地 方 ，

“试点”只求其一，容易出现陷
阱，姑且称为“试点陷阱”。“试
点陷阱”的描述：一是将不明情
形，从“将来时”变成“现在
时”。试点刚试，政策适用与成
效显现还有待观察和等待，便迫
不及待地总结提高，着急下成功
结论。二是将矛盾情形，从“待
定时”变成“确定时”。试点本
身就是处于一种“待定阶段”，
但有人对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只报
喜不报忧，对外“确定”只展示

“光亮”的一面。
“试点陷阱”的表现：一是

忽略试点背后的完整信息。比如
减少企业或市民跑腿次数的改
革，出发点和效果都很好，但背

后有一个非常重要且不能省略的
前提，即“提交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二是将试点的“盆
景”当“风景”。

“试点陷阱”的纠偏方法论
有很多，比如，改变“自家人”
说“自家话”的“套路”。现在
有很多试点方案做可行性论证
时，往往依据已采用的理念、确
定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取向，召集
一批“同宗同派同见解”的朋
友 ， 前 来 站 台 、 发 声 、 造 势 。
再 如 ， 改 变 决 策 时 只 能 “ 顺 ”
着说的“套路”。但凡重大改革
试 点 ， 不 但 有 于 法 有 据 的 前
提，还应在主办方或主导方提
交“可行性报告”的同时，由
独立第三方提供“不可行性报
告”，作为一个可供比较借鉴的
参考。
来源：《中国市场监管研究》

“试点陷阱”的表现与纠偏

陈 朋

临近岁末年终，很多人在忙
着年终盘点。不少基层干部感
慨 ：“ 忙 忙 碌 碌 ， 却 又 碌 碌 无
为”，“疲惫不堪，却又成绩寥
寥”。这是某种程度上陷入“事
务主义”所致。

所谓“事务主义”，就是工
作没有计划，不善于统筹，不分
轻重缓急、主次详略，而只是按
部就班、机械教条地处理日常琐
碎事务。其主要表现是：要么“东
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系统谋
划；要么信奉“兵来将挡，水来土
掩”，被动应付；要么“只顾埋头做
事，不会抬头看路”，缺乏创造创
新。总而言之，疲于敷衍、忙而无
功、简单重复是其典型形态。

陷入“事务主义”泥沼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
作本身很特殊，既要“上接天
线”，又要“下接地气”。上级布
置的任务，件件要基层干部落
实，有时还要应对繁多的考核督
察。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
复杂，“东家长李家短”式的矛
盾不时涌现，都需要基层干部去
化解疏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
起，不可避免使一些单位和干部
疲于应付，让其倍感辛苦。

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层干部
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沼，不能
完全归结于其自身，也需要同时
看到其所处的环境特别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顽疾对其产生的不
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革除“事务主义”，
跳出“事务主义”窠臼，需要与
革除形式主义等结合在一起，从
减少会议次数、降低简报信息报
送频率、少建台账、少一些不必
要的痕迹管理和留痕处理等形式
化操作入手，给基层干部多留一

些自主空间，让其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抓实事。同时，还要在上
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之间构建科学
合理、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改
变过于僵硬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管
理方式和“一票否决”式奖惩，
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的精力推出创
新举措。

当然，“事务主义”的产生
同一些人缺乏主动学习思考的自
觉性、统筹协调能力不足、工作
方法不当等因素密切相关。基层
干部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学习，才
能跟得上形势、系统谋划工作。
同时，如果学习时不动脑思考，
即使“读万卷书”，也难“行万
里路”。要想摆脱“事务主义”，
必须学会思考。

那么，怎样才算“会思考”
呢？一是要冷静思考。面对错综
复杂的矛盾和千头万绪的工作，
要冷静下来慢慢理清头绪，抽丝
剥茧、有条不紊地理清思路，避
免四处出击、无功而返。电影

《邹碧华》 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
象深刻：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
在家中，“改革先锋”邹碧华总
是在反复推敲、冷静思考中找到
处理复杂案件的创新方法。二是
要理性思考。“事务主义”的症
结之一就是只看事物的表面，而
不去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规律。
事实上，唯有找出各种事物之间
的内在关联，才能真正做到触类
旁通、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 工 欲 善 其 事 ， 必 先 利 其
器”。只有掌握和有效运用科学
方法，才能如顺水之舟轻松前
进，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不进
则退，身陷“事务主义”窠臼。
这就需要人们善于抓重点，在错
综复杂中抓住能影响一个时间阶
段的主要矛盾，进而做到分清轻
重缓急、主次分明，才能不为繁
琐事务所累。

来源：经济日报

如何摆脱“事务主义”

方桥敷普庙方桥敷普庙

汤和
东南沿海

民众心中的抗倭英雄
前不久，上千名来自鄞州大嵩地区的各界人

士，聚集在鄞州区瞻岐镇方桥村的敷普庙，举行
汤和纪念馆落成暨公祭抗倭民族英雄汤和典礼。

汤和是何许人?当地民众为何要为他修庙建
馆，隆重祭奠?

不好，漏了！ 韦荣景 绘

汤和纪念馆汤和纪念馆

汤和像汤和像

桂晓燕

今天是农历十二月初八。十
二月又叫做腊月，腊月初八，也
就是传统的腊八节。宁波人有一
句老话：“小顽小顽侬莫皮，过了
腊八就是年。”“小顽”是宁波人
对小男孩的俗称；相应地，小女
孩叫做“小娘”。这句老话一定要
用宁波方言来念，才能押韵，才
能念出“小顽”的宁波味。小顽
听大人这样讲，就知道快要过年
了，该有好东西吃了。从前人们
生活节俭，口福有限。对小顽们
来说，过年最重要最开心的事，
就是能吃到许多平时吃不到的东
西。其实对小娘来说也一样，小
孩子谁不嘴馋呢？

中 国 几 乎 所 有 的 传 统 节 日 ，
都有一种代表性食品。例如元宵
吃汤团，立夏吃茶叶蛋，端午吃
粽子，中秋吃月饼等。那么，腊
八节吃什么呢？腊八节要吃腊八
粥。腊八粥须用多种食材熬制，
除了最基本的大米以外，可加入

赤 豆 、 红 枣 、 小 米 、 胡 桃 、 花
生、薏仁、荞麦、莲子等。这些
食材，可以代表五谷杂粮。腊月
初八吃腊八粥，有庆祝或祈祷五
谷丰登之意。

中国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多
样，各地的节日风俗也因此有所
不同。阿拉宁波靠海吃海，除了
常见的腊八粥之外，还有一种特
有的海鲜腊八粥。熬粥的食材是
剔掉鱼骨的新鲜鱼肉加大米，熬
粥的水是用鱼骨熬成的鱼汤。这
样的腊八粥，味道勿要太鲜哦！

吃过腊八粥，春节的脚步就
越来越近了。大家知道，现在年
货基本上能在超市买到，甚至足
不出户就能网购搞定。老底子哪
有这样方便啊！光是吃的东西，
就有年糕要做，汤果粉要磨，猪
油馅要搓等等，还因此派生出不
少 宁 波 老 话 。 例 如 吃 力 勿 讨 好
的，叫做“阿黄搡年糕”；花大力
气占小便宜的，叫做“笨贼偷捣
臼”；不知好歹不辨轻重的，叫
做“一头纱筛一头磨”⋯⋯可见

干这些活都是挺费劲的，所以老
宁波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早
早地就要开始干起来，准备过年
了。

过年过节当然不仅仅是吃点
东西享点口福，要是那样的话，
大家都成为馋嘴的小顽了。且不
说其他方面的意义，就拿传统节
日的代表性食品来讲，也都有特
定的文化内涵或纪念意义。例如
上面提到的腊八节吃腊八粥，是
为了庆祝或祈祷五谷丰登。国人
最熟悉的莫过于端午节吃粽子，
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
屈原。而过去不久的冬至节，北
方地区流行的吃饺子习俗，则是
为 了 感 恩 东 汉 末 年 的 医 圣 张 仲
景 。 张 仲 景 宅 心 仁 厚 ， 医 术 精
湛，他所著的 《伤寒杂病论》，被
历代医家奉为经典；他任长沙太
守期间，在大堂上为民接诊治病
的善举，更是流芳百世。相传他
后来辞官返回家乡南阳之时，正
值隆冬季节。只见天寒地冻，北
风 凛 冽 ， 许 多 乡 亲 的 耳 朵 冻 烂

了。张仲景赶紧让弟子在南阳东
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将性温
的羊肉和驱寒的药材放入锅中加
水煎熬，然后捞出剁碎，用面皮
包成一只只耳朵的形状，再放入
锅中煮熟。张仲景称它为“驱寒
娇耳汤”，冬至那天起施舍给乡亲
们喝。乡亲们喝了热乎乎的驱寒
娇耳汤，冻烂的耳朵都渐渐治好
了。从此后，每逢冬至，人们便
模 仿 着 做 这 种 耳 朵 模 样 的 “ 娇
耳”，这就是饺子的来历。

可以说，传统节日留存着炎
黄子孙独特的文化记忆，是传承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我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彰显并影响着中国人的价
值观念、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和
审美情趣。在时代飞速发展、各
种文化频繁交融的今天，我们不
忘自己的传统节日，努力保护自
己的传统节日，对于延续中华文
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我们的民族
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不可
忽视的现实意义。

过了腊八就是年
老话新聊

这能飞起来吗
高升

是你叫加的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