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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浩声

“争先劲头足不足”“担当精神
够不够”“为民情怀深不深”“底线
思 维 牢 不 牢 ”“ 法 纪 意 识 严 不
严”……宁波“五问五破五比五
先”机关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把

“问”放在了首位。用心答好这一
“问”，“醒醒脑、提提神”，“红红
脸、出出汗”，有利于深化专项行
动的成效。不仅如此，对党员干
部而言，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
活中，也应多一些直达心灵的“自
问”。

这里所说的“自问”，本质上
是一种通过自我实践、反思和再实
践的淬炼方式。从中国历史上看，
传统的儒家学说，是特别注重和强
调“自问”“自省”“自励”的。

“反躬自问”“扪心自问”“吾日三
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
自省”……类似论述和典故多如
牛毛。在佛教中，亦有“闭门思
过”“面壁思过”“闭关修炼”等
提升本我、参禅悟道的修行，实
际上也是一种“自问”。就连宁波

方言讲的“前半夜忖忖自家，后
半夜忖忖人家”，也有“自问”的
含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注重自省的
政党，很善于在“自问”中总结
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校正
前 进 方 向 。 正 如 毛 泽 东 同 志 所
言，“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回望历史征程，从革命年代、建
设时期到改革岁月，每打完一场
仗、建完一项工程、推进一项改
革，我们党都会联系实际及时总
结反思，发扬优点，纠正失误。
在不断“自问”和总结中，摸索
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在党性修养方面，很多老一辈
革命家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比
如，陈毅元帅就是一个敢于“自
问”的典范，有诗为证：“岂不爱
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
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
戴，颂歌盈耳神仙乐。”这是对权
位、名利、诱惑的“自问”，有了
这种直达心灵的“自问”，才会有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

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的清醒
和 告 诫 。 敢 于 无 情 地 “ 解 剖 自
己”，勇于在抵制诱惑中涤荡心
灵，方能在涵养省察中实现“内在
超越”。

“自问”，难在“真问”。这种
“真问”，强调的是“直达心灵”，
是一种敢于触及本质、要害的自省
活动，是告别了浮躁喧嚣、追逐功
利的行为自律。现实中，有不少只
是浮光掠影、自欺欺人式地“自
问”，这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自
省自察。比如，有的人搞总结，也
会做一些“自问”的文章，但往往
讲成绩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谈问
题遮遮掩掩、草草收兵，这种虎头
蛇尾、避重就轻、隔靴搔痒的“自
问”，意义何在？有的工作出了纰
漏，第一反应是“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即便查找根源，也是奔着
回避责任去的……这些显然背离

“真问”的要求。
“自问”，贵在“常问”。这些

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犯了错误
的领导干部在镜头前痛心疾首，
后悔、感叹自己为何不能早些省

悟。有的出身寒门，“从小就痛恨
贪官”，走上领导岗位后自己却成
了贪官；有的入党时誓言“一心向
党、一心为民”，主政一方后却蜕
化成政治上的“两面人”……大量
活生生的事例告诉我们，身处复
杂的社会环境和诱惑之中，如不
加强觉悟的锤炼，把“自问”变
成自律的一种习惯，是非界线就
容易模糊，思想防线就容易被攻
破。到头来，就有可能“眼看他
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
塌了”。

“自问”，是一门“学问”。在
义与利、是与非、公与私、正与
邪、苦与乐等问题面前，多一些

“自问”、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内自
省，我们才能心明眼亮，看得远、
走得正、行得稳，才能不负组织的
重托、群众的厚望。

多一些直达心灵的“自问”

赵 畅

如今许多青少年面临着不同程
度的“容貌焦虑”。有调查显示，
每到寒暑假、毕业季，就会出现学
生扎堆整容的现象，“00 后”已成
为医美消费的主力军 （8 月 17 日

《中国青年报》）。
而今，似乎是一个创造新词的

时代，比如“颜值”。何为“颜
值”？简而言之，即一个人容貌的
阈值。本来说，出来一个“颜值”
的新词也没什么可稀奇的，可问题
是伴随着这一新词的出现，背后却
隐藏着一种值得警惕的价值观。

当人们把高“颜值”当作成功
人生里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时，是否
意味着除了“颜值”，其他就不那
么重要以至可以被轻视甚至可以被
忽略不计了呢？这种逻辑下，也就
不难理解，何以有那么多青少年对

整容趋之若鹜了。
自然，我们不应简单否定“颜

值”的作用和意义。“颜值”往往
给人以第一印象，人若能长得五
官端正，有何不好？毕竟，“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但评价一个
人 ， 绝 非 只 有 “ 颜 值 ” 一 个 标
准，还得综合考虑道德值、文化
值 、 智 商 值 、 情 商 值 、 健 康 值
等。如果说，“颜值”可以作为其
中一个考量因素的话，那么，它所
占的位置当靠后，所占分量也自小
得很。

汪精卫，曾被称为美男子，从
照片上看，确实长得英俊而气度不
凡，“颜值”之高，真是没得说。
然而，从热血青年到后来堕落成汉
奸，其不可饶恕的罪恶行径被全国
人民喊打、痛骂，唾沫也能淹死他
几百几千回。那高高的“颜值”并
不能掩饰住他那汉奸的无耻嘴脸、

可憎面目。由此观之，道德值、文
化值才是最为重要的，丢弃了这些
值，“颜值”再高，也是无济于事
的。雷锋，论貌，个子仅一米五多
一点；论能，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汽
车司机，但恰恰是他那无私奉献的
精神、助人为乐的品德，升华成为
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纪
念他学习他，就是因为他的道德
值、文化值早已融入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道
德楷模。

究竟是“颜值”高的人容易成
功，还是“颜值”低的人容易成
功，似乎很难找到答案，但有一点
可以确信：“颜值”低的人，通常
愿意在其他方面比“颜值”高的人
付出更多努力。他们知道，只有如
此，自己才有可能去赶超那些“颜
值”高的人。这也不难理解，为什
么在一些残障朋友中，会涌现很多

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人士。这并不
是说一些残障朋友真有什么“三头
六臂”，而是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缺
陷，为了追求与正常人平起平坐以
至超越他们的人生目标，付出了比
常人多得多的心血和汗水。

每个人的容貌，都是从娘胎
里 带 来 的 ， 谁 也 无 法 改 变 。 虽
说，整容是一条不错的渠道，但
须知，因其费用高，普通家庭难以
承受，更何况还有多重风险。因
此，真正靠谱的还是自身努力。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只靠
貌美出众时，其最多只能成为一
个名人；当一个人业有所成时，其
可能是一位功臣；而当一个人在人
格上达到一定的价值高度，其就是
一个好人……”所以，对我们芸芸
众生而言，不妨丢掉“容貌焦虑”
的包袱，先从追求德行合格的人做
起。

“容貌焦虑”是值得警惕的价值观

范思翔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
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
人才的重大部署，提出“加快建设
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等
重大命题，推动我国人才事业蓬勃
发展，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

目前，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
2.2 亿人，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到 2021 年的
第 12 位。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把
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中来，比任何时候都更
加迫切。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抓手，必将为我
国人才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牵引力和
驱动力。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
开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
策举措落实落地。中组部坚持统筹
谋划，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

吸引集聚人才的平台，并在增强人
才自主培养能力、完善和落实人才
工作目标责任制、人才工作者队伍
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在地方，江
苏全力打造人才发展现代化先行
区，支持南京、苏州等具备条件的
城市建设国家级人才平台；山东完
善“高精尖缺”人才精准培养引进
机制，深入实施泰山、齐鲁人才工
程；湖北推出人才“注册制”“举
荐 制 ” 和 人 才 动 态 评 价 “ 积 分
制”，着力完善人才评价体系……
人才强国的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正
在形成。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一
方面，日益优化的创新创业环境，
吸引五湖四海人才不断集聚；另一
方面，各类人才在工作中创造活力
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让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沃土持续焕
发生机，吸引更多人才慕名而来。
人才与创新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
用、相得益彰，形成良性循环，为
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我们正走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必
须牢牢把握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
积极抢占人才竞争和创新发展制
高点，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
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局面，让“中
国号”巨轮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断前进。

加快建设世界
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思 萍

日前，国家卫健委等 17 个部
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积 极 生 育 支 持 措 施 的 指 导 意
见》，几乎同时，国务院优化生
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
立，这表明，我国生育政策有了
重大调整。我们应加深对新的生
育政策的理解，以便很好地贯彻
执行。

生育政策的调整，主要是因为
人口老龄化加剧、生育率降低，为
防止其影响劳动力增长、扶养老年
人负担加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这
一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及时的、
温馨的、精准的。

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生育政策调
整是世界的共性。例如，苏联于
1944 年 设 立 过 “ 英 雄 母 亲 ” 称
号，1991 年解体后被废，时隔 30
多年，今年8月15日被俄罗斯恢复
了，生育 10 个孩子以上的女性可
被评为“英雄母亲”，发证书、颁
勋章，一次性奖励 100万卢布，力
度不可谓不大。

事实上，“计划生育”是个中
性词，既可以有限制性，也可以有

鼓励性，过去，因历史需要，被凝
固成只是生育控制，但强调优生优
育一直是其题中之义。

有人认为，可以用人工智能替
代人工，人口问题可顺其自然。但
有专家说，人工智能是先有人工，
才有智能，人类思想和行为中最重
要最突出的部分，是人工智能无法
替代的。

17 个部门的指导意见既聚焦
了“一老一小”，也聚焦了“一
中”，这是值得关注的。确实，应
该运用有效措施，提高中青年的生
育意愿，让他们愿生育、敢生育、
能生育。

面对新的生育政策，会勾起人
们对过去超生罚款的记忆。笔者以
为：一是时代背景不同，当时，为
确保只生一孩的基本国策的施行，
出现一些过火现象是难免的；二是

“法不溯及既往”，法律只适用于实
施以后，而不适用于其实施以前，
不能把现在的生育政策与过去的生
育政策相提并论。

在我市竭力打造的 7 张“甬
有”名片中，有一张叫“甬有善
育”。是时候了，让我们把这张名
片擦得更亮。

加深对新生育政策的理解
把“甬有善育”擦得更亮

赵继承

近日，在机关党支部组织生活
会上，一位同志对照“五问五破五
比五先”的要求说，长时间在一个
岗位上，刚开始的冲劲、干劲、闯
劲慢慢弱化，抓工作时拈轻怕重，
满足于一般般、守摊子，进取意识
和实干精神不强。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首先在党
员干部。一个人的思想水平、认识能
力，决定了干事水平、发展程度。如
果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解决不好，目标
方向和工作动力就是无源之水。

“五问五破五比五先”，“五
问”是首要环节，直指思想“洼
地”，是“五破”的前提，目的就
是破除思想藩篱，为立先行之志、
扛先行之责、增先行本领、闯先行
之路、成先行之势扫清思想障碍。

“五问”是对着问题去的，讳
疾忌医是大敌。党员干部有了问
题，千万不能讳疾忌医、自欺欺
人、久拖不决，那样很容易拖成重
症顽疾；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
身存在的问题，从灵魂深处查找问
题的症结，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
施解决问题，从而不断实现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这是“五问”的根本要求和核
心要义。

认识到位，行动才有力量、才
有效果。对于不少党员干部来说，

“一天到晚都在忙”“满脑子里都是
事”是常态，但这种事务性的忙，
不能掩盖问题的存在，也绝不是放
松思想改造的借口。如果忙得连静
下心来进行思想检视的时间也没
有，那“问”必然只能蜻蜓点水，
达不到触及灵魂的目的，最终成了
走过场。所以，搞思想问题“大扫
除”，应该让自己静下来，这是

“主动发现问题”应有的态度和表
现，是落实作风建设专项行动的第
一环。

怎么才能“问”到位、怎样才
算“问”得好？一条重要标准是，
只要自认思想存在“模糊点”，就
坦诚地找出来，不要觉得自我揭短
亮丑是给自己“难堪”、是在向人

“示弱”，更不要担心这么做是给自
己进步“埋雷”、领导会因此“不
待见”。做好“五问”，就必须敢于
向自己的思想问题“亮红灯”，必
须有“看到问题就是进步的开始”
的勇气和自信。

静下心来揭短亮丑才能“问”到位

施立平

奉化区 15 岁学生杨峥利用暑
期，夜间在县江畔练摊，火了！在
一盏自备的灯具旁，自学棕编 6年
的他神情自若地展示着这项属于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引来行
人驻足观看，1个多月下来他赚了
2000 多 元 （8 月 21 日 《宁 波 晚
报》）。

杨峥对棕编的兴趣与热情，是
其 9岁时在宁波南塘老街看到一只
用油绿叶子编成的蚂蚱时“点燃”
的。随后，迷上棕编的他从老师那
里获得一本棕编技艺的书，就照着
书学，拿着棕榈叶练，在练中感
悟，在感悟中创造，技艺不断长
进。

今年暑假，杨峥在其父亲的启
发下，出来练摊，凭自己的手艺和
辛勤的劳动，收获了一笔财富。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他所获得的

“报酬”不仅限于钱财方面，还体
现在自身的成长上。他积六年之
功，使棕编手艺成为自己的一个
强项，同时带动他在美的鉴赏和
表现、空间结构感知、学习力、
创造力、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获
得发展。这个暑假，也是他广泛

接触社会、体验经济文化活动的
开始。

当一名学生呈现积极主动、蓬
勃向上的发展状态时，我们可以断
定该学生找到了自己的成长密码。
兴趣，往往是成长密码的外在表
征，发现它，为学生找到自己的成
长密码降低了难度，也为成年人破
译孩子成长密码提供了方便。教育
就是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
基于孩子立场和对真善美的追求，
尊重理解学生，引导帮助学生，让
学生多观察体悟，多比较选择，产
生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再在兴趣
培养中形成强项，并让强项带动以
实现健康发展。

当然，学生的成长密码具有个
性化特征，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相应地，引导学生找到成长密码也
是一件复杂的事。此时，需要启用

“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
合”的“教育密码”，并用带有

“基因”属性的先进文化滋养学生
心田，进而引导帮助学生寻找自己
的成长密码。应该说，杨峥在探得
成长密码的过程中，棕编这一手工
劳动和练摊之类的社会实践功不可
没，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更是
不容忽视。

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帮助学生找到成长密码

陈定远 绘“危”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