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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基层干部的言谈和主流媒
体的报道中，“破解”这个词出现
的频率越来越高，如破解了什么
样的困境、破解了哪方面的难题
等。

这表现出基层干部敢于奔着
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攻坚克难的
勇气与作风，也折射出当下矛盾问
题多、解决难，到了不破不解之程
度。

难题之所以难，有多方面的
原因。客观方面，很多难题是经
年累积的沉疴旧疾，在时间的层
层 包 裹 之 下 ， 各 种 矛 盾 叠 加 变
异、各方面因素聚变裂变，不仅
使问题的表面粗粝坚硬，顽固无
比 ， 其 内 部 亦 如 养 蛊 ， 奇 毒 无
比，很难攻克。

比如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
房地产业“不能涨不能跌也不能
不涨不跌的不可能三角形”，可能
就属于这一类“非一日之寒”而
致的难题。

难题之所以是难题，还有可
能是出现了“黑天鹅”，或者遇到
了“灰犀牛”，也即客观情况出现
了 重 大 变 化 ， 发 生 了 “ 情 势 变
更”，原来不难的问题变难了，原
来就难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比如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来
了一只叫疫情的“拦路虎”，又来了
一头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灰犀
牛”。

难题之所以难，更可能是处理
问题的人，主观上有短板、弱项，能
力不足。比如精力不集中，在“既
要、又要、也要、还要”面前，分身乏
术，乱弹钢琴；比如功夫欠硬，以豆
腐打铁，用鸡蛋碰石头；比如用情
不专、诚意不够，不用说金石不开，
就是瓷器，也可能不会应声而碎。

更有一种主观上的问题，就
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本来不
是难题的问题，被人为硬生生地

“做”成了难题。席慕蓉有一首诗，
题目就叫《难题》：“我的难题是/在
一生里/如何保有一种/如水又如
酒的记忆。”从艺术的角度欣赏，可
以说很有哲理，也不缺意境，而换
一个角度去读，却有那种“为赋新
词强说愁”的“作味”。现实中，类似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难
题，为数也不少。

无论是客观上真难，还是主
观上“缺计”，遇到绕不开躲不过
的难题的时候，就该“破解”上
场了。破解，正如这个并列式词

语本身，是由“破”和“解”两
个动作组成的一套完整程序。

二

“破”是手段。
之 所 以 要 用 “ 破 ” 这 个 手

段，主要原因是难题太难，不破
不仅无法看清问题本质，更无法
找到突破口，“破”的方法，可强
攻，更宜智取。

强 攻 ， 有 如 战 争 中 的 攻 城
战，攻方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配
足压倒性火力，才能在固若金汤
的城防上撕开缺口。这几年，拆
迁工作中的“拔钉”、信访积案的

“清零”，都是各地利用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强破”的成
功案例。

但是，一味地抡锤猛砸，霸王
硬上弓式的蛮干，用力过猛，就可
能变成破损，甚至是破坏。难题未
破解，反成一地鸡毛。 所以，更多
时候应该以智求破。比如，有的难
题可以“施压”求破，也就是在难题
上巧妙施加某种或某几种压力，让
其露出破绽，自行“破壳”，自我分
化，甚至自己瓦解。

有的难题可以用“寻弱”“窥
隙”“探穴”等方式寻出薄弱环
节，窥出“破相处”，探明突破
口。有一首歌唱道：“万物皆有裂
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任何
难题中，都应该会有那道让光进
来的裂缝，这就是破解之处。找
到找准，破解难题就会又准又快。

有些难题，“破”要做一种价值
取舍。比如“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难度非常之大。
但如果作价值取舍，在特殊时期、
少数地方，明确“宁可暂时影响一
点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解
题思路就会豁然开朗。

还有一些难题，有时候也只
能 试 试 运 气 去 破 ， 但 也 值 得 试
试。毕竟“试破”也是一种积极
的“试错”。不管怎样，最要不得
的是难题面前连“破”都不敢，
就更别提能“解”了。

三

破解破解，不管怎么“破”，
都只是手段，“解”才是目的。

“解”也有几个步骤。
首先是“解开”，看看问题究

竟在哪里，“临床表现”有哪些，
危害又怎么样。扁鹊见蔡桓公，
立 有 间 ， 就 有 了 “ 君 有 疾 在 腠
理”的认识，十日后复见，又做
出了“君之病在肌肤”的判断，
又 十 日 ， 再 做 出 “ 君 之 病 在 肠
胃 ” 的 鉴 定 ， 再 十 日 ， 得 出 了

“疾在骨髓”的结论，可以说解得
及时又精准，步步深入，步步惊
心 。 无 奈 ， 桓 侯 坚 信 “ 寡 人 无
疾”，终致不医遂死。

但无论如何，没有“解开”
这一步，前面的“破”就是无用
功 ， 更 谈 不 上 把 难 题 最 终 破 解
掉。这需要专业精神，更需要攻
坚克难的决心，不管蔡桓公相信
不相信，或者高兴不高兴。

其次，解开之后，“解析”步
骤不可少。解析即对问题的因与
果、矛盾的主与次、情形的缓与
急，进行条分缕析，查出问题症
结，还原事实真相，找到解决办
法。没有这一步，解开就成了拆

“ 盲 盒 ”， 破 解 也 就 成 了 “ 厚 黑
学”中的“锯箭法”。

蔡桓公之死，根本原因固然是
其本人的讳疾忌医，但也可能与扁
鹊一开始没有解析到位有关。如果
扁鹊在前面几次见桓公时，当面陈
述专业的解析，事情可能还会有挽
回的余地。工作中的其他难题也一
样，有分析才会有对策，原因分析
到位，解决才会精准有效。

不看广告看疗效，解决才是破
解的根本目的。无论是“破”，还
是破之后的解开、解析，如不解
决，都是在做无用功，以表面文
章自欺欺人。如果没有解决这一
步，前面工作不仅毫无意义，甚
至会让问题更复杂，后续解决起
来难度更大、成本更高。

比如，信访积案“清零”工
作 中 ， 如 果 只 是 在 程 序 上 做 终

结，信访人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
解决，就很有可能导致“反转”
与“回流”，再得来一次“清零”，
难度和成本会更大。同理，一个晚
期癌症患者，如果不动手术，保守
治疗，也许能再活几年。但如果把
病人送上手术台，打开病灶后，什
么都没做，又缝合起来，不仅导致
患者再伤元气，而且易使癌细胞转
移扩散，“破解”就成了其死亡的

“加速器”。

四

如果说“破”的时候，可以
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思想
政治工作等手段多管齐下，那么
到了解决问题的环节，最有效的
办 法 就 是 对 症 下 药 。 是 打 针 吃
药，还是手术摘除，或者兼而有
之 ， 混 而 用 之 ， 全 看 治 疗 的 需
要。这其中，既要防止刚解决了
一个难题又生出一堆事情，剪不
断理还乱，也要防止解偏解错，
避免上面生病却让基层吃药。

这就要讲大局，重规则，还要
有建设性思维，举一反三，建章立
制，把个案经验上升为制度化的成
果，让“我”的破解之道，成为“大
家”解决类似难题的他山之石。

如此，破解就从“破”到“解”到
“立”，持之以恒，很多问题就会不
破自解。到那个时候，长效机制带
来的长治久安，会让担当破解之责
的基层干部，更有成就感。

“破”与“解”
曹祎遐 姜慧祥

疫情之下，有些企业实现逆势
增长。如某国际休闲鞋品牌携手知
名电子竞技品牌，衍生出多款联名
产品，产品销量表现亮眼。从趋势
来看，跨界联名是否真的可以实现

“1+1>2”的效果？
企业跨界联名的一个重要考虑

是，通过融合各自品牌特性与文化
基因，赋能打造复合型新产品，并
通过创新解决新营销环境中存在的
问题，实现合作共赢。

20世纪30年代，伊尔莎·斯奇培
尔莉与超现实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合
作，设计出了在当时极具颠覆性的龙
虾装，在时尚界、艺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早期跨界联名多见于时尚、艺
术的结合。近年来，随着国产品牌
的兴起，不少企业把跨界联名作为
日常运营的一大分支，主要方式有
品牌合作、渠道合作、消费群体合
作、产品研发合作等。

比如，为提高市场竞争力，跨
界联名成为一些老品牌的首选策
略。大白兔与美加净的联名润唇
膏，勾起了消费者对大白兔奶香味
的回忆；故宫与奥利奥的联名礼盒
饼干，融合中西方文化元素，产生
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跨界联名的兴起，反映了经济
社会发展与消费融合的向好趋势。
背后折射出各类品牌在紧跟时代潮
流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进一步追求
突破与创新。

明确合作目标，打造“蓝海”
市场——

跨界联名的本质在于借助不同
品牌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化学
反应，制造话题，吸引眼球。大致
来说，品牌跨界联名有两个主要目

的：短期目的，实现销售转化与用
户拉新；长期目的，实现品牌年轻
化以及创造新可能。

从短期目标来看，企业选择的
跨界联合 IP 需要具有一定的知名
度。双赢是跨界合作的基础，选择与
高知名度品牌联合有更可靠的收
益，能够借助对方的影响力，提高话
题热度和品牌新鲜度，获得新客户
群体，乃至进入一个新的目标市场。

比如，有药企与时尚潮牌联手
推出薄荷口罩，探索打造新市场，
又给消费者不一样的体验。

从长期目标来看，企业选择的
跨界联合 IP 一定要能够保证自己
的品牌内涵。一个经久不衰的品牌
应该具有长尾效应，能够产生足够
多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巩固品
牌年轻化，并带来价值感、美誉
度、销售量等方面的综合性提升。

控制产品质量，实现持续创
新——

纵观国内外案例，成功的跨界
联名都离不开过硬的质量。产品是
企业的生命。部分跨界联名品牌推
出的产品一味追求话题度，创造跨
界联名噱头，却没有把产品质量及
实用性考虑到位，致使消费者放弃
相应产品甚至放弃品牌。

企业在考虑跨界联名时，应当
避免为了跨界而跨界，不能只是创
造话题吸引消费者关注，而要充分
考虑产品的质量及其实用性，推出
高质量、高实用性的产品，紧跟消
费需求，甚至引导相关需求。

精准定位客群，产生价值认
同——

跨界联名不是盲目跟风，不能
只追求短期目标。跨界联名需要精
准定位消费群体，制定正确的营销
策略，减少经营的盲目性，实现品
牌与消费者的共同成长，收获更长
效的品牌价值。

来源：解放日报

跨界联名
真的可以“1+1>2”？

破解融资难题 王琪 绘

还得牵一个 魏道文 绘

周东旭

督学行署位于海曙府桥街 66
号 ，“ 在 府 治 西 南 ， 旧 为 察 院 行
台”（《鄞县通志》）。据 《敬止
录》 云：“元平准库在清澜池西，
明永乐末，已废不用。嘉靖二十四
年，知府魏良贵建察院，并其址改
为之。本朝不设察院，改为校士
馆。”或是老城中留下的唯一旧时
代官署，所谓督学，按现在的说
法，意思是上面派官员来检查监督
教育。

科举时代，读取功名是一件头
等大事，科考更是人生翻天覆地的
一场争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子堂”，只要读过古典小说 《儒林
外史》，就知道明清时代科举对人
的影响之巨大。所以考试的时候一
定会派人来监督。

官员来宁波就在此办公，称督
学行署，且是清政府浙江学政在宁
波驻地，边上有校士馆 （考棚）。
所以，《鄞县通志》 亦称督学行署
为校士馆，是一幢五开间的门房，
中间是朱红漆的大门，门后一个小
院，迎面就是“澂鑑堂”，这是单
檐歇山顶的建筑，前廊置轩棚。据
文献记载，厅后内衙有优学轩、省
过亭、涤心亭等古迹。不过这些古
迹都已消失。

雍正九年，督学李清植、知府
曹秉仁，建考棚屋。雍正 《宁波府
志》 收录一篇李卫写的 《校士馆
碑》，详细地叙述了修建校士馆的
经过。文章开头说，每个地方都有
固定的官员管理，孔子说“不在其
位，不谋其政”，只有督学使者和
巡按御史才能全国各地跑。为了接
待这些人，每个地方都设了行署，

但上面派遣的官员，来了也住不了
多少时间就走，平时就空着。

到了考试的时候，地方官员就
让人粉刷一下，看看样子还行，但
考生就比较惨，这些考棚只能避风
雨，因为环境实在太差，坐下来答
卷就无法发挥正常水平。对于地方
官员来说这也无所谓，不是特别急
的事，一般就拖一拖了。

碰上一些负责任的官员，就不
一样了。

曹秉仁上任以后，就开始关注
督学行署的事，嘉庆十八年 （1813
年），绅士水云等出资增建，因为
他获得了意外的五百贯钱，加上众
绅士一起捐助，新增东边十余间房
子。管理这件事的叫郑九韶，考桌
换成厚板、石脚，这样就不易损

坏，这部分钱是林廷鳌捐助，林廷
鳌也是著名乡绅，近性楼的主人。

这里能看出，宁波的一些乡
绅，历来重视教育，愿意花钱投
入。与修葺督学行署，改善考生条
件类似，古代宁波的很多书院，大
多由私人创办，经费主要由创办者
捐赠的田产维系。

如元朝至大二年(1309 年)，童
金在杜湖之畔创办杜洲书 院 ， 就

“割田四百亩以赡学”。建于明万
历 二 十 二 年 (1594 年)的 宁 海 缑 城
书 院 ， 由 当 时 的 知 县 王 演 畴 创
办，由于没有经费，他利用“职
务 便 利 ”， 拨 田 产 作 为 师 生 “ 修
脯膏火”之资。这座书院在此后
的 300 多 年 间 起 起 落 落 ， 多 次 修
建。

据 史 料 记 载 ， 清 同 治 五 年
(1866 年)，知府刘璈决定每年从提
府 公 款 中 截 留 100 千 文 “ 加 给 赏
资”。月湖书院最早为常平义田书
院，清顺治十年(1653 年)由浙江按
察副使王尔禄创建，置田百余亩。
慈湖书院在元代拥有学田 117 亩，
地 4 亩，还有渡口 6 处。田地一般
交给无地的百姓耕种，收获后向书
院缴纳钱粮，作为书院的经费。

1826 年 ， 慈 湖 书 院 破 败 不
堪，知县建议重修书院，乡贤冯云
濠、冯云祥、冯汝霖、冯汝震捐资
白银 1.5 万两。

咸丰十一年 （1861 年），督学
行署在太平军入城后被焚毁，同治
二年 （1863 年） 修复。光绪三十
三 年 （1907 年） 因 科 举 制 度 废
止，其建筑日渐衰败、破损，知府
喻兆蕃把督学行署建筑出售给百姓
为业，所获经费用于筹办郡校。除

“澂鑑堂”作为民居尚存外，其余
建筑陆续被拆除或改建。

1997 年，该地块按宁波市政
建设规划进行改造，其中将公园路
建成步行街区，值此鼎新除旧之
际，“澂鑑堂”上自栋宇，下迄台
阶，均按旧制更换构件，恢复原
貌，并于 1999 年 9 月 8 日被列为第
二批市文保点。

2012 年起，鼓楼历史文化街
区又有了新动作，把督学行署打
造成为宁波的国学馆，莘莘学子
学习传统文化艺术，成为举行国
学文化讲座、学术论坛的文化交
流活动场所。在这浓浓的文化氛
围背后，是重视教育的传统得以
传承的见证。

从督学行署看宁波重视教育的传统

督学行署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