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5 时评/广告
2023年12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漫画角

赵继承

年轻干
部个性强，
是 普 遍 现

象，其能力、气质、兴趣、性格，是“标
签化”的。在年轻干部的成长过程
中，个性有积极的一面，好的个性可
以让人“更优秀”，但也有不利的一
面，不好的个性会让人“摔跟头”。

有个性，便有特点。年轻干部个
性鲜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往往把
他们当“香饽饽”来重点培养使用，
在其成长道路上重视厚待、关爱有
加，为其热忱付出、搭桥铺路。这是
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也是干部成
长的必然路径，无可厚非。

培养使用一名干部不容易，但
党纪党规不会对年轻干部“网开一
面”，反而会因为其是“好苗子”，更
加注重约束，以使其“不跑偏”“不走
样”。

现实中，少数年轻干部表现出
目无组织、目无法纪、自行其是、狂
妄自大、恣意乱为等问题，很大原因
在于，个性张扬以致脱离党规，最终
误入歧途、自毁前程。

错把“乱讲话”当成敢表达。有
的认为，在一项决议和政策上不发表
不同意见，就显得没水平，但又不敢
跟组织表明、不敢在会上提、不敢对

领导讲，便在“小圈子”、网络上乱议
论、发牢骚，表面看是行为不成熟，其
实是党性不纯洁、政治不可靠。

错把“喊口号”当成能干事。有
的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工作任务，承
诺口号叫得山响，但干起事来拖拖拉
拉，总想着少干事就会少麻烦，一到

“交账”时就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看
似有朝气、能做事，实际是能力不足。

错把“说了算”当成树威严。有
的年轻干部认为自己最大，就要事
事说了算，搞“一言堂”，不给人发表
意见的机会，总把“不讨论了，就按
我说的办”挂在嘴边。有的年轻干部
一谈事就先要权力，听不进建议和
劝说，以为让别人顺从自己才有身
价有地位。

错把“赶时髦”当成有追求。有
的年轻干部在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上讲档次、重享受，认为这样才显得
有品位、有追求。殊不知，这让自己成
了“有缝的蛋”，给别有用心的“围猎
者”钻了空子。久而久之，就会把党纪
国法抛在脑后，最终“一败涂地”。

脱离党规的个性，不是简单的
“任性”，而是劣性。一些年轻干部个
性上的劣性不根除，就是在给自己

“挖坑”“埋雷”，危害巨大。年轻干部
应该明白，做事有理性、讲党性，思
维活跃、敢想敢干，才是真有个性，
才可能走得更远更好。

脱离党规的个性
容易让人“摔跟头”

张 弓

上月底，我的评论文章《“看起
来”与“实际上”的绕口令》，在《宁波
日报》和微信公众号“张弓慢评”上发
表后，几位朋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
法。这很正常。署名评论本来就是个
人意见，完全可以讨论。其中一位“老
评论”还建议，此种现象很常见，可以
做个“系列”。今天就响应一下这个提
议，不知能否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的确，“看起来”与“实际上”的
错位现象，工作上有、生活中也有，
单位里有、家庭中亦有，由此带来的
不休争论，影响工作和生活。网上出
现的各执一端的争吵，不少因错位
而起。所以，分析造成错位的原因，
提出解决办法，很有必要。

我想到的第一个原因，是认知
面的问题。对一个人一件事认知不

全面，得出的结论就会失之偏颇。上
小学时读过一篇课文叫《瞎子摸
象》。同一头象，有的只摸到头部，就
认为象就是头部的样子，有的只摸到
腿，就以为象就是腿部的样子……工
作上、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比摸象
更复杂，只了解一鳞半爪，就匆匆下
结论，不出错那是偶然的。

第二个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
科学的思想方法，应该是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看人论事，不愿意
做调查研究、细致考察，而是攻其一
点、不及其余——描述硬币，只说一
面，不说另一面；概括一片森林，看
到几棵树就下结论。发生错位，也难
以避免。

第三个原因，是角度或者情感
有问题。这类人，有时间进行调查研
究，有条件获取所需资料，但其选择
依然不能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
而是坚持从个人角度或者利益出发，
自己喜欢的、对自己有利的，就肯定；
反之则否定，即使有充足的事实摆在
面前，他还是看不见，不认可。

如果“看起来”与“实际上”的错
位，主要由上述三类原因造成，解决
的途径也得有三种。

因为认知面不充分而出现的错

位，比较好解决，只要社会能够提供
足够详细的信息，很容易做出正确
的判断。比如，《“看起来”与“实际
上”的绕口令》一文中，重庆市原市
长黄奇帆演讲时举例所说，我们的
轻工业大量转移到了东南亚、印度，
看起来是负面的事，但实际上恰恰
是好事，以前中国出口的 70%是劳
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最近 10年我
们出口的 90%是机电、电子等附加
值较高的产品，轻工产品只占7%左
右，这正是我们主动进行产业结构
调整的成果。他说的有事实有数据，
不是成见很深的人，看了这些信息，
相关疑虑自然会烟消云散。

对那些看人论事偏执喜欢走极
端的人来说，解决起来难度大一点。
因为喜欢走极端的人，往往比较固
执，很难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但是
总体上，其错位还是属于认识问题，
只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假以时日，
也能达成共识。

最难办的是第三种人，他们站
的角度本来就是偏的，其中有现实
的原因，可能还有历史积淀、利益纠
葛，成因并非一时一事，改变起来需
要一个较长过程，有的只能在强大
的事实面前才有转机。

综合起来说，解决错位的三种
情况，有效的途径其实只是两个字：
一是说，二是做。

说，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提供真
实全面的信息。提供的信息不全面，就
难怪人们的认识片面。只说好的，不说
问题，可能产生两个方向的片面性。一
是顺着你说，你只说好的，他也认为只
有好的，没有问题；二是抬杠式地逆着
你说，你说好的，他就只说坏的，网上
有些争论，很多属于这一类。所以，全
面真实地披露信息很关键。

做，就是实实在在地做事，切忌
光说不练。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有
不同认识，本来就是正常现象。解决
少数人的不同认识，不要着急，慢慢
来，只要做的事是对的，时间能帮你
解决一切。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就
是“毛泽东热”。对毛主席的评价，当
年也曾几起几落，也有各种各样的
说法，现在面对人民群众自发的真
诚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
参与者还有很多学历很高的年轻
人，还需要我们再说什么吗？！

至于我们所做的事本来就不
对，要做的就不是统一别人的思想，
而是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努力尽快
改过。

“看起来”与“实际上”缘何常错位

盛 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 2024年元旦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提
出，鼓励各单位结合带薪年休假等
制度落实，安排职工在除夕休息。

根据之前公布的《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202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2024年春节至少放假8天，从初
一放到初八。不仅春节假期比往年
多一天，而且鼓励各单位安排职工
在除夕休息。这是短时间内，国家再
次提出“鼓励各单位除夕放假”了。

相关部门为何如此操心今年除
夕放不放假的事？大概因为自从放
假安排公布以来，一直有一种声音
在质疑“除夕不放假”。事实上，除夕
放不放假这件事，折腾来折腾去已

经很多次了。曾经，除夕是不放假
的。因为经过调研发现，很多企事业
单位原本就会在除夕约定俗成地放
一天假，然而从除夕开始放假让很
多人觉得浪费了一天假期。后来，因
为质疑除夕不放假的声音多，又改
成了除夕放假，从除夕放到初六。对
大多数人而言，这一改动的实际效
果，的确是春节假期少了一天。

这一次，相关部门并非简单地
将除夕放假再度改为除夕不放假，
而是顺应延长春节假期的民间呼
吁，将春节假期延长到八天，同时明
文鼓励各单位除夕放假。如此一来，
春节假期就可以有九天，如果结合
带薪年休假制度的落实，还有望更
长。不难看出，放假安排的这一改
变，体现了决策者的善意，堪称一份
新年大礼包。

对一般企事业单位而言，除非
特殊岗位，哪怕是在除夕不放假的
年份，安排除夕上班的本就不多，这
是一个基本事实。忽略这一基本事
实，讨论除夕该不该放假，是没有意
义的。今年的放假安排公布后，已经
有很多企业宣布除夕放假，相信除夕
放假会成为更多企事业单位的普遍
选择。既然总有人讨论春节假期太
短，总有人呼吁延长春节假期，那么，
法定假期延长一天，带薪休假再补一
天，应该是很不错的制度探索。

带薪休假制度写入法规已经多
年，但始终难以有效落实。将除夕放
假纳入带薪休假安排，最有望得到
广泛落实，这也是对落实带薪休假
制度的一种实际推动。当然，少数人
对于除夕不放假的担忧，也值得关
注。毕竟，法定假日最重要的特点是

官方强制性，适用于几乎所有就业
人群。如果说带薪休假是劳动者去
跟老板谈，批不批的主动权在老板
手里，法定假日则是政府部门跟老
板谈，老板不想放也得放。一个是市
场语境，一个是法规语境。

大概正因为如此，相关部门一再
鼓励各单位除夕放假。聪明的企业主
应该读得懂一再鼓励背后的含义。鼓
励除夕放假并非说说而已。如果少数
企业在并无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故意
坚持除夕不放假，相关部门应该接受
劳动者举报，调查其在落实带薪休假
制度等方面是否涉嫌违法违规。

对于放假安排来说，也许没有
最完美，只有最符合民意。“史上最
长”的九天春节假期，会落实成少数
人的福利，还是多数人的权利，是检
验这一放假安排是否合理的重要标
准。当除夕成为无需放假却又普遍
放假的公众假期，“除夕不放假”就
会成为事实上的“多放一天假”，进
而让过年更团圆、年味更浓郁。

让“除夕不放假”成为“多放一天假”

紧 箍 朱慧卿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