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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围歼 于海林 绘

吴启钱

笔者在巡察和督查工作中发现，面对经济发展、民生保
障、治水拆违、信访维稳、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有基
层工作经历的干部，多数自信从容、得心应手，而有不少缺
乏基层锻炼的干部，则惶恐焦虑、手足无措、事倍功半。

这背后的“奥秘”，在于基层工作是接地气的活，能让
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拥有更充足的底气，去驾驭复杂局
面、解决棘手问题。

底气，即一个人为人处世中最基本的信心和力量。它是
行动力的基础，甚至可以称作人生的“基本盘”。无底气
者，要么自卑自轻，要么虚张声势，要么张皇失措，甚至在
与人交流时，可能连“对眼神”的勇气都没有。

有底气者，无论表现得多么低调谦卑，别人总能感受到
其自信与魄力。有底气之人，在任何地方都会怀着自信，沉
浸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意志。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
德烈·波切利，说过一句十分励志的话：“我有底气，这个
舞台便属于我！”

底气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勇气，但与“抛头露面”的勇气
比起来，底气并不显山露水，更不是那种可以临时“充气”
的东西，而是一种经年累月成长的积淀。这种积淀包括财
富、学识、家庭背景、经历资历、专业技能等，也包括“地
气”的蕴蓄。

在传统文化中，地气是日月之精华，是大地母亲呼出的气
息，也是土地山川所赋的灵气。在政治语境下，地气被用来代
指人民群众，“接地气”就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对于党政干部来说，接地气，是增强底气的“不二法
宝”。

1978 年和 1979 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
香港的风潮。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同志，在偷渡之风初起
时，就轻车简从到宝安等地察看实情，深入群众了解民情。
这次考察，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清醒的判断。他认
为，逃港潮，主要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解决群体性
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只要能
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可以说，
正是这次接通了地气的考察，使习仲勋同志真正看到老百姓
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
性，使他后来在把握改革大局、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中有了十
足的底气。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迷茫者不在少数，因迷茫而
丧失底气与信心的，也不在少数。这个时候，谁能接地气，
真正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愿望、利益和诉求，谁就清醒坚定，
谁就具有处理复杂局面的底气。

“文凭高就是能力高，能摆平就是有水平，没出事就是
有本事”的理念，已经远远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尤
其是，许多重大突发性事件情况复杂，事态变化快，光有正
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更需要专业能力和独特本领。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升能力，增强底气，有一条“捷
径”，就是接地气，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在 《〈农村调
查〉 的序言和跋》 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
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
知识。”

高手在民间。许多难题与矛盾的破解之道，不可能在文
件上读到，也难以在会场中听见，更难以在办公室里想出。
最好的办法是深入群众，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肩并肩劳动，
在零距离接触中，学习群众的智慧。群众中有人才，草根里
藏“富矿”。

当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开展调查，当面倾听干部、
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的诉说，把他们称之为“我
的可敬爱的先生”，获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党的七大
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毛泽东同志说：“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
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

种子在破土之前，都先憋着劲往下扎根、先通地气，才
有万物萌发、欣欣向荣的春天。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有了
足够的地气积蓄，就会变得底气十足，工作起来就会自信满
满，办法多多。

地气与底气

陆冠京

“人心向背”这一成语，较早出现在宋代魏了翁的 《鹤
山文集》 中：“师老财殚；币轻物贵；常产既竭；本根易
摇；此人心向背之几也。”

宋朝时，古人把财产与人心的关系进行比照分析，道出
它们的密切关联，当军队衰竭、财力耗尽，而货币贬值、物
价上涨，百姓处于贫困之中，政权就会动摇。在社会动荡不
安中，人心就会飘摇不定。

魏了翁把人性的本真，形容得入木三分。能否顺应民众
起码的需求，对巩固政权，安定社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余继登在 《典故纪闻》 里，也有提及“人心向
背”：“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
人心向背，皆决于是。”

明朝对于“人心向背”开始强调“勤”，这是一个认知
上的进步。在这个句子里，将勤与兴、怠与衰作了组合，认
为勤奋者必然兴旺发达，而懈怠者必然衰弱贫困，这是自古
从不例外的规律。

它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人性，认为人有勤懒之分，勤奋
是比物质利益更为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是活的财富。故

“一生之计在于勤”，一个人有了勤劳，就会生出无尽的财
富。

若以勤与懒的尺度，来衡量官员，民众肯定是向着勤
奋、务实能干的官，厌恶慵懒、不作为的官。恰恰是好逸恶
劳、碌碌无为的官，最容易贪腐、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最
后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

“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基本的政治。根据
古人对“人心向背”所持“温饱富足”与“勤劳实干”这两
大观点，为官者能够为人民的福祉而勤奋工作，也就抓住了

“人心向背”的“牛鼻子”。

古人的
“人心向背”观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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