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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史

随思录

新任务 于海林 绘

孔德永

住房、就业、收入、教育、
就医、生态环境等身边具体事，
牵涉的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件件“小
事”影响着群众情绪。群众对基层
干部满意不满意，不是来自漂亮
的说辞、夸张的宣传、虚假的数
据，群众对干部的态度，反映出这
些身边“小事”有没有得到及时圆
满的解决。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
事，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党和各
级政府的大事。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同志在
《关 心 群 众 生 活 ， 注 意 工 作 方
法》 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广大
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
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忽视，一
点也不能看轻。要解决群众的穿
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
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与
婚姻问题等。

习近平同志在 《之江新语》
中 谈 到 ， 群 众 的 一 桩 桩 “ 小
事 ”， 是 构 成 国 家 、 集 体 “ 大
事”的“细胞”，小的“细胞”
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生
机与活力。对老百姓来说，他们
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
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
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响
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
产生活。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
奖。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
子，群众的笑脸就是我们干部工
作的动力，要读懂群众“表情
包 ”， 坚 持 问 需 于 民 、 问 计 于
民、问情于民，把人民群众的

“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树立正确
政绩观，坚持立足实际、科学决
策，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
坚持干在实处、务求实效，防止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名
党员干部，要时刻念着群众的柴

米油盐，想着群众的喜怒哀乐，
记着群众的急难愁盼，要为群众
办实事。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知事
识人，重在考核。目前，许多地
方政府把量化指标作为干部考核
的重要标准，对干部进行量化考
核，加分扣分标准纷繁，考核量
化指标清单多，标准过细。如有
地 方 长 达 90 页 的 考 核 指 标 体
系、51 个一级指标、113 个二级
指标，详细得让不少干部感到困
惑。

考核越来越严，越来越细，
导致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把主要心
思和精力，用在应付考核指标
上，为考核而考核，出现了严重
的考核形式主义倾向。无视广大
群众的真实感受与诉求，完成考
核指标并保住职位，成了干部的
头等大事，群众的事情，反倒成
为干部心目中的小事了，一些干
部做出了自以为领导满意、实际

上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制

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
还是笑。“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
裕禄曾说：咱们不能光看领导的脸
色，还是要看看群众的脸色。为民造
福是干部最大政绩，群众笑脸就是
干部的政绩，群众“小事”重要的是
群众感受，而不是干部自我感觉。

时代是出卷人，干部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考核干部，必
须让群众广泛深度真实地参与进
来，在干部政绩考核问题上，要把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要
让群众话语权占有较大比例，把群
众普遍关注的“小事”纳入政绩考
核中，从以定量指标体系为主的考
核，转向以群众满意度为主的定向
考核。考核干部，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要坚持人民至上，只要
是人民群众欢迎、咧嘴笑的事，再
难也要干到底；只要是人民群众不
高 兴 、 撇 嘴 的 事 ， 就 坚 决 不 要

干。”作为基层干部，就是要读懂
群众的“表情包”，始终把群众的

“ 表 情 包 ” 作 为 解 决 好 群 众 “ 小
事”的“风向标”，把群众“表情
包”作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对民意的吸纳，是干部绩效评
估的关键环节，有必要建立健全民
意表达和参与考核机制，对干部政
绩考核采取定量考核、定性考核和
民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民意
指标，加大群众满意度的分量，增
加 民 众 满 意 度 的 考 核 系 数 。 同
时，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对干部
的看法，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民
意调查、问卷反馈作为倒逼手段，
进一步落实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知
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充分发挥考核评价工作的导向作用
和群众监督作用，促使干部做好群
众“小事”。

（作者系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

群众“小事”不可小视

陈鸣达

听说有一对北京来的退休夫
妇，在奉化滕头村居住已经五年
多了，并打算在这里养老，长期
住 下 去 ， 引 起 笔 者 的 好 奇 。 于
是，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我走进
了这对夫妇居住的农家别墅，去探
一下究竟。

夫妇俩上世纪 80 年代毕业于
名牌大学，退休前在北京工作。女
主人姓李，原籍奉化；男主人姓
马，原籍上海；儿子是清华大学博
士后。

我心存疑惑，他们为什么会选
择到滕头村居住养老呢？女主人告
诉笔者，此前虽未到过滕头村，但
从新闻媒体上知道滕头村，也多次
听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村党委前书记傅企平介绍滕头村，
对滕头村早已心驰神往。退休后，
老伴身体不佳，协和医院的医生知
他俩是南方人，建议他们回南方居
住。返乡后，他们怀着美好心愿数
次“私访”滕头，被滕头村优美的

生态环境所打动，觉得这里是心目
中的养老好地方。尽管在奉化城里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向村民打
听有没有房子出租，想住到滕头村
来。几经周折，经朋友介绍，夫妇
俩如愿成为滕头村的“新村民”。
三年租期结束后，房主见他们在滕
头村住着很舒心，愿意继续租给他
们 10 年。

我问夫妇俩，居住在滕头村有
何感受？李女士笑答，开心、幸
福，超过预期。她介绍，在北京待
过的人，最害怕南方冬天家里没暖
气。而滕头村有天然气，房子安装
了暖气，与北京家里一样温暖。滕
头村有供美食的生态酒店和供住宿
的漫居酒店，家里来客人或朋友
了 ， 特 别 便 利 。 村 里 还 设 有 银
行、社区医院、医养一体的护理
院 等 配 套 设 施 。 更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村 民 勤 劳 朴 实 、 真 诚 善 良 ，
把他们当亲人。经常有村民把自
己种的原生态蔬菜送过来，有时家
里没人，就放在门口，甚至不知道
是谁送的。

几年间夫妇俩修身养性，或漫
步于村中的林荫小道，或游憩于休
闲区、观光区，或在家看书写字作
画，甚或自驾行走在周边的山水
间，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心情愉
快，身心健康。丈夫初来奉化时身
体虚弱，走几百米路都需要拐杖，
如今拐杖已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李
女士开玩笑：“他可以做滕头村的
健康大使了。”

窥一斑见全貌。夫妇俩不恋大
城市住滕头村，彰显了“乡村让城
市更向往”的滕头村魅力，体现了
滕头村长期坚持生态立村取得的成
就和影响力。早在 1993 年，滕头
村就获评“全球生态 500 佳”，并
成立了全国首个村级环境保护委员
会，评估引进项目对生态的影响，
至今已否决 50 余家效益好但环保
不达标的企业。实施“蓝天、碧
水、绿色”三大工程，累计投入
2.1 亿元。建成全国首家村级空气
质量监测站。建立滕头碳减排数字
账本，先后实施垃圾分类、雨污分
流、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实

现“天更蓝、水更清、树更绿”的
生态建设目标，处处显现“花香日
丽四季春，碧水涟涟胜桃源”的江
南田园美景。建成 5A 级景区，先
后获评“全国环境教育基地”“全
国生态旅游示范区”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曾多次到滕头调研考察。2005
年 8 月 3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
习近平，在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现
场 会 上 指 出 ，“ 像 奉 化 滕 头 村 那
样，打好生态牌，走生态立村、生
态 致 富 的 路 子 。” 滕 头 人 牢 记 嘱
托，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积极拓展生态价值向
经济价值转化的通道，引来人流、
物流、资金流，让好看的村庄也能
赚钱。

如今的滕头村，已成为经济发
达、产业兴旺的创业之地，生活富
裕、安居乐业的幸福之地，蓝天碧
水、环境优美的旅游之地，社会和
谐、民风淳朴的文明之地，声名远
扬、党建强村的示范之地，走在全
国乡村振兴的前列。

滕头村魅力：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陈鲁民

提到范纯仁，可能知道的人不
太多，提到他的父亲范仲淹，那就
无人不知了。范纯仁其实也是一代
英杰，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
家，不仅官做得比他爹还大，作风
也不比父亲差。

有一次，范纯仁留秘书监晁端
在家中吃饭。晁端吃完饭回去后，
大惊小怪地对旁人说：“哎呀，范
丞相家的家风转变了啊！”听者忙
问是咋回事。晁端说：“平时他家
吃饭，总是青菜、豆腐之类。这次
他留我吃饭，青菜、豆腐上面，居
然放了两小簇肉，这不是他家风转
变了吗？”人们都大笑不止。从晁
端所说的范家食谱，就可见他家平
时生活俭朴到了何等程度。

无独有偶。海瑞家的食谱也很
引人注目。某日，一个消息在淳安
县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听说海瑞
家吃肉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议

论纷纷，一年四季吃白菜豆腐的海
瑞海县令，破天荒地去市场买了两
斤猪肉。原来，海瑞是为老母亲祝
寿，破例开了荤，没想到竟然成了
县里的重大新闻。

揆诸史册，那些清官的食谱
里，似乎都是青菜、豆腐，与大鱼
大肉没有缘分。清代“第一廉吏”
于成龙，日食粗粝，佐以青菜，人
称“于青菜”。每天早晨，他从市场
上买回两斤豆腐，一斤青菜，就够全
家一日之用了。在他家餐桌上，只有
清白二菜，“终年不知肉味”。

青菜，不论口感还是营养，都
与鱼肉相去甚远。清官们不傻不
呆 ， 食 人 间 烟 火 ， 味 蕾 也 很 正
常，自然知道肉比青菜好吃。他
们 的 食 谱 之 所 以 主 打 青 菜 豆 腐 ，
一方面是有意磨砺自己，俭以养

德，廉以明志；另一方面也确实
是因为经济紧张，收入有限，又
不肯受贿收礼，没别的进项，真
的 吃 不 起 肉 。 譬 如 唐 代 的 颜 真
卿，官拜刑部尚书，不说锦衣玉
食，至少能做到衣食无忧吧。可
他偏偏就闹到了“举家食粥来以
数月，今又罄竭”的地步，不得
不 发 《乞 米 帖》 求 告 “ 惠 及 少
米，实济艰勤”。谈到困窘之缘，
他也直言不讳，因自己“拙于生
事 ”， 也 就 是 除 了 俸 禄 ， 不 会 创
收、生利，没别的生财之道。

正因为青菜豆腐是旧时清官食
谱的标配，他们干活多，操心细，
事务繁，再加上营养差，所以常面
有菜色。好在他们早有思想准备，
并以此为荣。徐九经在句容当县令
时，在大堂上画了一棵白菜，上

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
味 。” 他 为 官 刚 正 廉 洁 ， 自 律 甚
严，甘于清贫，威望很高。他常
说，“勤则不隳，俭则不费，忍则
不争”。徐九经调走后，百姓为纪
念他，将他画的白菜刻在石上，并
写下勤、俭、忍三字，称为“徐公
三字经”，至今遗迹尚存。

如今，国强民富，物产丰饶，
别说做官，就是百姓也常吃鱼吃
肉。放在今日，范纯仁、海瑞吃肉
再也不会成新闻，颜真卿也不至于
穷到要去乞米求人，“于青菜”也
不会终年与豆腐青菜为伴。不过，
青菜象征的清白作风不能忘，所代
表的清廉节操不能丢，不让百姓面
有菜色的使命感不能改，徐九经的

“白菜图”要常挂，当年一起吃青
菜的初心要牢记。

范纯仁的“食谱”

缪金星

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和文
章中，曾多次提到北宋王安石的诗
句及其政绩。如 《之江新语·做人
与做官》 中，总书记引用了王安石

《洪范传》 篇里的句子：“修其心治
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提
出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
才能从政。后来又在中央党校第一
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上，列述王安
石、包拯、海瑞等古代许多名人志
士，都是在知县这个岗位上作出优
异成绩。

在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
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
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
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
信，并再次引用王安石的诗句“看
似 寻 常 最 奇 崛 ， 成 如 容 易 却 艰
辛”。2017 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引用“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号召大家书写
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表达的同
样是一份从容笃定的自信。

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有坚定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根
源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
上的文化自信。引用王安石其人其
诗，实在是恰到好处的诠释了。

王安石曾任鄞县县令。宋仁宗
皇祐二年，也即公元 1050 年，刚
满三十岁的他改任舒州通判，离开
鄞县途经杭州时，写下 《登飞来
峰》，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
身在最高层”直抒胸臆，寄托壮
怀。诗家在解说这首诗时，多赞其
不畏艰险、积极进取，表现出作者
胸怀远大、对改革前途充满自信的
豪情壮志。

其实在王安石之后，南宋有个
叫郑清之的鄞县老人，也曾官居相
位，封卫国公，晚年告老回乡，经杭
州时写过一首《咏六和塔》：“经行塔
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
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一个
是青云得志、渴望事业有成的年轻
改革家，一个是宦海沉浮、退仕归
隐的风霜老人，同是咏塔，却以不
同的语调，勾牵出不同的心境。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喜欢的典
故，探讨新时代自信的思想内涵。
在我看来，自信首先源于读书，源
于对历史和文化的真切了解，王安
石式自信，是读书人的自信，是明
晰国情的自信。

历史上的王安石或颇具争议，
钦佩他的人称其为“11 世纪最伟
大的改革家”，贬低他的人说他是
个失败的“拗相公”，但谁也不否
定他的人品和才学，唐宋八大家自
有他的一席地位。历史上居宰相之
位，日理万机，而能读那么多书，
写出那么多好文章的能有几人？

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笔记 《邵
氏闻见录》，曾记载王安石因为通
宵读书而引发的误会。“韩魏公知
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
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
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年
少，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
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
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
非知我者。”

王安石通宵读书，没有洗漱就
去上班，韩琦见王安石年轻，以为
他放纵嬉戏，便劝他要努力上进，
不要沦落放荡，孰知王安石每每

“读书达旦”，才引起这样的误会，
难怪王安石说“韩公非知我者”。
有趣的还有 《警世通言》 里一则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其
中说到王安石指着自己书房一屋子
的书，对苏轼说：“此间左右二十
四橱，书皆积满。但凭取书一册，
不拘前后，念上文一句，我若答不
了 下 句 ， 就 算 无 学 。” 苏 东 坡 使
乖，只拣尘灰多处，料久不看，也
忘记了，任意抽书一本，未见签
题 ， 揭 开 居 中 ， 随 口 念 一 句 道 ：

“ 如 意 君 安 乐 否？” 荆 公 接 口 道 ：
“窃已啖之矣。”随即还讲了这段书
的典故。

史书上说王安石“少好读书，
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
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
其 精 妙 ”。 王 安 石 既 有 聪 明 的 资
质，又肯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所
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可解释
为读书人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精神
境界，在我读来，“气自华”更是
一种明辨是非、坚心笃定的自信。
唯自信，才能坚定我们所走的道
路；唯自信，才能专心于我们热爱
的工作；唯自信，才能成就我们从
事的事业。

读书人的自信底气

漫画角

安全检查每一天 王少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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