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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不能正确对待
组织的现象和问题，在一些党员干
部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得不让
人深思，也令人警觉。

现实中，有的取得了一点成
绩、有了些进步、获得了些荣誉，
言必称自己多么辛苦、多么不容
易，很少甚至闭口不谈组织的长
期教育培养，眼里根本看不到组
织的影子和作用；有的对组织的
话选择性地听，合意则听，不合
意则不听，对组织的批评教育左
耳朵进右耳朵出，对组织的安排
顺我者从不顺我者拒，甚至讨价
还价、漫天要价；还有的欺骗组
织 、 忽 悠 组 织 ， 跟 组 织 玩 捉 迷
藏，不跟组织上说真话实话心里
话，对待组织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对
抗组织；等等。

组织是谁？组织是什么？组织
作为名词，指的是按照一定的宗旨
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是一个
地方和单位决策指挥枢纽，通俗

点说就是拍板定事的，是“承重
墙”和“主心骨”。在党的组织体
系中，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往往代表组织。曾几何时，组织
的影响和作用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 ， 人 们 相 信 组 织 、 依 靠 组 织 、
服从组织，很多人自觉地把自己
当作一块砖，组织说往哪搬就往
哪搬，“听组织的”“一切服从组
织安排”“有事找组织”成了很多
干 部 的 一 种 习 惯 和 传 统 。 然 而 ，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一习惯
和传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组织
的影响力在弱化，组织的作用在
退化，究其原因，一些干部组织观
念淡化是症结所在。

怎样对待组织是一个政治问
题。每一个干部，既是一个自然
人 、 社 会 人 ， 更 是 一 个 单 位 人 、
组织人。我们常说“党的干部”，
则很好地说明了干部的属性，干
部是党的肌体上的细胞，是党的

宝贵财富，这种属性决定了“听
党 的 话 ”“ 听 组 织 的 话 ” 天 经 地
义、责无旁贷。听组织的话，一
切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依靠组
织，是检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
和政治原则的试金石，任何与组
织离心离德、心照不宣的言行都是
不讲政治的表现。

怎样对待组织是一个觉悟问
题。觉悟基于认知，觉悟源于思
想。现实中，一些人对组织的思想
认知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有的
认为组织是空的虚的，甚至认为组
织被个人化了，个别领导“被代
表”了，觉得组织靠不靠得住，往
往取决于跟领导的关系，取决于会
不会贴靠、巴结领导，于是认为靠
组织不如靠自己、靠关系、靠朋友
等等。组织不是一个空壳，它必须
有“代言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
导干部自然地扮演组织的角色，承
担着组织的责任。“吾爱吾师，吾

更爱真理。”正确处理好与领导的
关系，从道不从上、唯实不唯上，
是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题中之
义。

怎样对待组织是一个情感问
题。认同、认可组织，其实质是个
归属感的问题。组织培养干部是不
容易的，就像小树苗一样，从开始
的浇灌培育，到每一次的修枝剪
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一个人
的成长过程中，个人的能量再大也
大不过组织的力量。父母赋予每个
人自然生命，组织则给了政治生
命。

怎么对待组织是很现实的问
题，它关乎干部的健康成长，关乎
组织作用的发挥，关乎良好政治生
态的涵养与培育。只有正确地对待
组织，才能更好地形成“干部一心
想着工作，组织一心想着干部健康
成长”的良性循环。

来源：学习时报

组织是谁？怎样对待组织

常敏毅

姚江之滨永丰路西头，坐落着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对
面的休闲花园里，耸立着几组雕
塑。雕塑由首届中国宁波城市雕塑
设计大赛获奖艺术家李峰创作。其
中一组雕塑，是一对身着清末服装
的年轻夫妻，抱着襁褓中的婴儿，
向一位飘着胡须的洋人，施以感激
之礼。

这位洋人是詹姆斯·格兰特，
他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中文名——
兰雅谷。一块黄铜制作的铭牌，标
题是“医德兰雅谷”，铭文写道：

华美医院第三任院长兰雅谷
（加拿大籍） 集永丰门城砖重建华
美医院，让历史记忆保留至今。兰
雅谷超越国度、种族和宗教信仰，
华美医院是宁波首家引进产科并推
行恩床模式的医院，开启了永丰门
与华美医院血脉相连的医德之门。

1843 年 1 月 1 日，宁波正式开
埠。这一年的 11 月 11 日，美国基
督教浸礼会派来的传教士马高温
来到了宁波。马高温很聪明，他
知道死板地传教不太可能打开局
面 ， 于 是 就 开 办 了 一 个 小 诊 所 ，
因为他通晓医术，就开始用听诊
器 加 简 单 的 西 药 给 中 国 人 治 病 。
对 普 通 的 伤 风 感 冒 、 肠 胃 不 适 ，
甚至一些儿科、外科和皮肤科的
疾病，往往是药到病除，一时间
被传为“神医”。

1847 年，美国浸礼会为了加
强施医传教的力量，又派医士白保
罗夫妇来宁波主持诊疗业务。白保
罗在北城门江边建起男病室，设
病床 20 张；借宁波月湖书院培训
中国医务人员，以作扩展诊所业
务 之 用 。 后 来 又 增 添 了 女 病 室 ，
病床 10 张，并正式将诊所定名为

“宁波大美浸礼会医院”。1889 年
白保罗因病离世，由兰雅谷继任院
长。

兰雅谷 1861 年 6 月 21 日生于
加拿大，1889 年毕业于美国密歇
根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基督教浸礼
会传教士，受教会派遣到宁波大美
浸礼会医院接任院长。兰雅谷当华
美医院院长后，新建了病房与手术
室，附设医院学校，并将大美浸礼
会医院，改名为“华美医院”，把

“大美”改成“华美”。

兰雅谷医技精湛，医德高尚。
他来到华美医院后，将其担任宁波
海关港口检疫官 14 年的酬金，全
部捐给医院，用于扩大病房和新建
手术室。医院住院病床有时周转不
过来，他就把病人带回家中，把自
己的床铺让给病人。

1920 年 6 月 20 日，为庆贺兰
雅谷六十大寿和来华三十周年，他
收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贺礼 500 份，
扣除庆生宴会的费用外，还余下
2026 银圆，全部捐给医院，用以
购置先进的 X 线机及医院大楼的建
设。对他的善举，时任“大总统”
黎元洪给他颁发了三等嘉禾章。这
是专门奖励对国家有功绩的人，授
给一个外国人，是非同寻常的殊
荣。

1927 年，兰雅谷因为肺炎不
幸去世，葬于江北的白沙外国人公
墓(今白沙公园)。他的墓碑上镌刻
道：医学博士兰公雅谷，由美来华
行医传道，鞠躬尽瘁三十八年，活
人无算，有口皆碑，享寿六十有六
岁。

长眠于宁波的兰雅谷，成为宁
波业界人士心中的楷模，之后涌现
出很多医德高尚、医术不凡的医学
大家，譬如西医外科的周宏泉、中
医内科的钟一棠以及伤科的陆海
善、外科的刘中柱、妇科的宋世焱
等。正是这些国医大家，以“怀揣
仁术广济世，不求名利扬医德”的
精神，为宁波和浙东地区的百姓健
康，作出了杰出贡献，令人景仰不
已。

怀揣仁术广济世，不求名利扬医德
——永丰路边这组雕像，记录着一段医界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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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兰雅谷”雕塑 （常敏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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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话讲：“饭吃之会饱，
书读之会好。”您也许觉得，介简
单道理，啥人勿晓得啊？不就是用
吃饭比喻读书，强调读书的重要和
好处吗？

这话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
大家知道的是，开卷有益，增智养
德，腹有诗书气自华；古代的文人
靠读书考取功名，走上仕途；现在
的学生靠读书获得知识和文凭，谋
求发展；大家不太知道的是，读书
还能使人健康长寿！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物理
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
宁说的。就在 10 月 1 日庆贺杨振宁
先生百岁诞辰的现场，杨先生向大
家分享了他的六条长寿秘诀。第一
条就是读书！

杨振宁先生强调：读书的作用
胜过一切保健品！读书不仅能增长
知识和学问，还能起到防治疾病的
重要作用。因为读书能使人的心静
下来，而静心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其余五条秘诀依次是：少食多
餐、保持良好心态、坚持适当锻炼、
从不乱吃药、遗传了母亲的长寿基
因。开一句玩笑，最后一条需要投胎
技巧，难以模仿；其余四条基本上是
长寿老人共有的，也是经常被推荐
的经验。可以说，令人耳目一新、深
受启发的秘诀，非读书莫属！

“饭吃之会饱，书读之会好。”
这句老话在杨振宁先生身上，得到
了生动体现；而当年和他一起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先生，也
同 样 如 此 。 杨 先 生 今 年 100 岁 大
寿，李先生今年也已 96 岁高龄。
这两位从西南联大起飞的炎黄子
孙，既是科学界熠熠生辉的明星，
又是令人钦佩羡慕的老寿星，实在
是太难得了。

据国外的研究结果显示，诺贝
尔奖获得者普遍长寿。如经济学奖
得主的平均寿命达到 85 岁，有一
半以上超过 90 岁，还有不少超过
100 岁的。早在 1950 年，就有学者
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进行过
相关研究。据统计，当时他们的平
均寿命为 74.7 岁；而当时世界发达
国家的人均寿命也才 65 岁。

各国诺贝尔奖得主普遍长寿，
在全世界传为佳话；无独有偶，我国
北京大学哲学系寿星辈出，也被人
津津乐道。该系教授楼宇烈在《文明
之旅》节目中谈到，尽管自己已经年
近八旬，但在北大哲学系，不敢自称
老人。因为北大哲学系是公认的“长
寿系”，在那些比自己年长的同事面
前，只能当小弟弟了。

李中华教授作为北大哲学系的

扛鼎人物之一，曾师从冯友兰、张
岱年等哲学名家。他告诉大家，在
北大哲学系，载入系史的人物中，
90 岁以上的有十几人，占总数的
四分之一；85 岁以上的 22 人，几
乎占了一半。

系主任王博教授，在许多场合
谈到，北大哲学系是有名的“长寿
俱乐部”，哲人的长寿是他们的一
大骄傲。他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 哲 学 有 时 候 不 能 够 让 你 一 见 钟
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

为什么科学家和哲学家特别长
寿？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秘诀就在
于他们的学习和思考。终生不懈的
读书学习、深度思考，使他们的脑
细胞被大量激活，长期保持大脑的
活力。同时学习能不断增加知识、
丰富修养，促进他们发挥聪明才
智，多作贡献，从而获得成就感和
快乐。而中国的哲学，蕴含明理节
欲、修身养性的道理，本身就具有
养生的作用，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长
寿优势吧。

中国人都知道杜甫说过的这句
话：“人生七十古来稀。”事实上，古
人一般不但活不到 70 岁，连 40 岁都
是奢望！据 1996 年《生命与灾祸》杂
志刊文记载，中国古人的平均寿命
大致如下：夏、商时期 18 岁，周、秦
时期 20 岁，汉代 22 岁，唐代 27 岁，
宋代 30 岁，清代 33 岁。

古人的寿命为什么这么短呢？
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古代生产力
低下，许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忍饥挨饿，营养不良，怎能活得
长？二是古代医疗水平有限，许多
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疾病，能要了
古人的性命。比如屡立奇功、威震
匈奴的西汉名将霍去病，也没能

“去病”，据说死于伤寒，年仅 23
岁。三是古时战乱频仍，杀戮惊
人。如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秦将
白起残酷坑杀赵国降卒 40 万，使
得赵国人口大减，一蹶不振。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类的
数量和寿命在逐渐增长。挪威生理
学教授爱德华、梅布里特夫妇认为，
近半个世纪，全球人类平均寿命的
增长，超越了前 10 个世纪，这与信
息爆炸促进大脑的高速运转，有直
接的关系。由于爱德华夫妇发现了
人体“大脑中的 GPS”，共同获得了
2014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

所有的研究和案例都表明，多
多用脑是最好的养生方式和长寿秘
诀。那还要不要走路？要不要唱
歌？要不要大笑？⋯⋯当然都可
以，这与多多用脑一点也不矛盾。
杨振宁先生的长寿秘诀，也不止读
书思考一条嘛。

“饭吃之会饱，书读之会好。”
让我们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活出
健康，活出长寿，活出人生的精
彩！

饭吃之会饱
书读之会好

王厚明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
文学家，非常注重为社稷选拔人
才。“推毂天下士，百年用其余”，
就是他选贤任能的最好注脚。

育材造士，为国之本。范仲淹
善于识人用人，大力选拔栋梁之
材。狄青擅长骑马射箭，作战经常
自己做先锋。担任延州指挥使时，
他曾经历大小二十五次战斗，八次
被流箭射中。经略判官尹洙，将狄
青推荐给范仲淹。范仲淹认为狄青
才能出众，很是看重，拿出 《左氏
春秋》 送给他说：“将不知古今，
匹夫勇尔。”勉励狄青学古知今，
不当只有匹夫之勇的武夫，狄青

“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
法，由是益知名”。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范仲淹
有识才辨人的独到眼光，还有知人
善任的伯乐情怀。《宋史·卷四百
二十七》 记载：张载少年时，喜欢
谈 兵 论 武 ， 21 岁 时 满 怀 一 腔 热
血，写成 《边议九条》，向陕西经
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
淹上书，陈述见解和意见，打算联
合焦寅 （陕西永寿人，精通军略）
组织民团，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
失地。

范仲淹与张载交谈后，“知其
远器”，去当将领实在屈才，于是
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
事于兵？”认为张载在研究儒学上
下功夫，一定可成大器。张载听从
了范仲淹的劝告，经过十多年苦
读，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联的
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
系，成为理学创始人之一、关学创

始人，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
颢并称“北宋五子”。

范仲淹有识人之术，更有容人
之 量 。 宋 人 俞 文 豹 的 《清 夜 录》
载：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
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唯有
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
里，未得提拔。苏麟向范仲淹献诗
一首，其中两句为：“近水楼台先
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范仲淹
理解他的心意，便为他写了一封推
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范仲淹选人用人，一向注重人
品而不拘小节，对有气节才智的
人，不拘泥于琐细的小事，如孙
沔、滕甫等人都受到他的器重。他
选用的幕宾僚佐，都是一些被贬官
而尚未复职的人员。有人觉得奇
怪，范仲淹解释道，有才能而没有
过失的人，朝廷自然会任用他们。
至于那些不幸受过处罚的可用之
才，如不找机会起用他们，就要变
成废人了。

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
当。范仲淹选用人才宽宏大量，但
对官员的考核与任命极为严格。朱
熹所著 《五朝名臣言行录》 卷七

“参政范文正公”记载：宋仁宗庆
历 三 年 （1043 年）， 范 仲 淹 与 韩
琦、富弼等推行新政，担心地方各
路监司不能切实监督实施，大张旗
鼓地进行人事撤换。范仲淹取来官
员名册，一个个检查官员的任职情
况，凡是不称职的，他在名册上

“一笔勾销”，换上能干的。
枢密副使富弼于心不忍，劝他

说，您这一笔下去很轻松，可是会
使他们一家人痛哭的！范仲淹说：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贪官污
吏一家人哭，比起他们祸害千家万
户、让一路人哭 （路，宋代的行政
区域），又算得了什么呢？

范仲淹识才选才
温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