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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快评

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竟有此事

看到标题用的这个句式，喜爱越剧的朋
友可能会想起什么。

是的，越剧《碧玉簪》“送凤冠”一场戏里，
王玉林母亲一段让人记忆深刻的唱词，就用
了这个句式：

“媳妇侬是贤良方正第一个，福也大来嘛
量也大，千错万错是阿林错，我婆婆待侬总勿
错，媳妇侬若不肯夫妻和，我养什么伲子做什
么婆，媳妇啊，侬卖个人情给婆婆，收下凤冠
夫妻和”。

唱词情真意切，婆婆如愿以偿。
笔者引入这段词，并不是想在这里评论

越剧艺术，而是因为日前与一位企业家聊天
时，他居然用了这样的句式，向我们介绍他的
管理经验。

管理的内涵非常深广，但其中最重要的
是管人。事是人做的，管不好人，其他就无从
谈起。在管人过程中，领导者经常会遇到一个
头疼的问题，就是下级不听指挥。

这位老总的高见是：“下级不听指挥，就
是领导的错。”

情况一
你发出指令，下级不执行，第一个可能是

你没有讲明白。比如有关这项任务的目标、时
间、要求，以及何以要实施，它对企业的作用
与意义在哪里等等，都没有说清楚。就是说，
作为下级，连这项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这
两个关键内容，都心中无数，自然无法行动。
这显然是领导的错。

情况二
可是，当你把“是什么”“为什么”都交代

清楚了，下级依然没有立即行动。发生这种情
况，很有可能是实施这项任务困难较多，需要
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这种支持与配合，单
靠他自己的力量又无法达到。这就说明，领导
在下达任务前，不仅不了解下属无法克服的
难处所在，更没有与有关的部门沟通和协调
好。可见，第二次“下级不听指挥”的责任，应
该还在领导。

情况三
还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当你把与任务

相关的问题都处理好了，下级还是“岿然不
动”。这样的事也是经常发生。我们常常能听
到领导部门对某项工作的三令五申，甚至年
年讲，月月讲。这就说明，执行不到位不顺畅
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个时候，责任应
该不再是领导了吧？不料，这位在企业界摸爬
滚打了三十多年的当家人，居然说“还是领导
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你用错了人。”

这时，在座的朋友几乎异口同声地“哦”
了一下。作为上级领导，布置任务时，目标说
清楚了，道理讲到位了，外围的困难或者障碍

也排除了，下级依然不执行，问题应该在下属
身上。可是，是谁把一个态度不端正、能力不
能胜任的人，放在了重要的岗位上呢？除了领
导，谁也没有这个权力。

从管理学上说，用人不当是领导者最大
的错。

具体地说，一是识人不准。不了解一个人
的德才表现，就把他放到很不合适的岗位上，
指挥不动那是迟早的事。二是育人不力。用人
都要一步到位，没有过渡，有一定难度。发现
某人有当干部的潜能，放到岗位上边工作边
锻炼，也是用人的一种好方法。但放上去培养
锻炼，优良的环境和有力的措施必须跟上。培
养成功了，自然皆大欢喜，经过上级与本人多
方努力，却发现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就要坚决
换掉，绝对不能让其“占着茅坑不拉屎”。因为
那样，不仅妨碍工作，破坏风气，还会挫伤优
秀干部的积极性。尸位素餐的人多了，整个单
位的工作质量一定会大幅下降。

又是一年高考时，巧的是今年的高考与端
午配上了对！备考大军中流传着“高考吃粽，一
定高中”的助考“宝典”。但是，南京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孙刚提醒，粽子如果吃错
了反而影响脾胃等健康，影响正常发挥。（6 月 5
日《扬子晚报》）

高考在即，不管是考生个人还是与高考有关
的各部门单位，都已经全面进入待考状态。

由于今年高考期间恰逢端午小长假，在备考
过程中与往年又有了些许不同。比如近日在全国
一些地方就流传着“高考吃粽，一定高中”的所谓
助考“宝典”。对于这种虽然寓意美好，但是毫无科
学依据的传言，我们本来不用理会，然而吊诡的
是，相当一部分的考生和家长却抱着“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态，真的按照传言的内容去操
作，也就是买来各种各样的粽子给考生吃。

说可笑，也不可笑，否则的话也就不会每年

高考前夕，都会有老师带领自己的学生去祭拜孔
子，求金榜题名的事情发生了。更有甚者，在一些
地方这种考前祭拜孔子的现象，还由一些老师和
学生的个人行为上升为学校集体行为。对此社会
上虽然存在争议和质疑，但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宽
容与理解，认为这样的行为虽然不会对考生考试
带来实质性帮助，但至少可以让考生在精神上得
到抚慰，在心理上感觉踏实。换句话说，考前拜孔
子，即便是无益的，但至少也是无害的，有总比没
有好。

然而正是这种“有总比没有好”的心理，才会
导致很多问题的发生。就像让考生考前吃粽子，粽
子主要由糯米制作而成，而糯米是一种黏度很高，
不易消化的食品，人一旦吃多了，会加重肠胃负
担，造成消化不良，尤其是肠胃本来就不好的人，
更容易引发问题。而且现在市场上粽子里面的馅
料五花八门，很多都是高热量物质，考生在高考前
摄入，很容易引发身体健康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吃粽子好，还是不吃粽子
好，不是很容易判断吗？为什么还要抱着“有总比
没有好”的心理去冒这个险，去做极有可能得不偿
失，帮了考生倒忙的事情呢？高考很重要，这点无
须强调，但考生要想在高考过程中有良好的发挥，
就必须保持平常心，尽量避免在考前或考试过程
中发生任何“小插曲”。而不管是考前拜孔子还是
吃粽子，都属于没有必要的“小插曲”的范畴。

现在高考的后勤保障工作越来越完备，比如
有考生忘带准考证，可以求助110帮忙带考生回家
取；比如有考生忘带身份证，也可以通过远程验证
系统完成验证。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有
经验的老师来说，考生还是要尽最大限度避免这
种“小插曲”的发生，而是按部就班，像平时的学
习、考试一样去迎考。因为这样的“小插曲”会扰乱
考生平静的心态，打乱他们的备考节奏，很可能影
响考试过程中真实水平的发挥。

苑广阔

今日金评 高考需要保持平常心 减少“小插曲”

“年轻人被加入银行黑名单”
值得警惕

得年轻人者得天下，“90后”和“00后”已经成
为商家拼抢的人群，新生一代的消费升级来得比老
一辈早得多。统计数据显示，这个群体负债率高达
1850%，在消费贷款群体中占比达43.48%，以贷养
贷用户占比近三成。“90”后乃至“00后”过度超前
消费、透支信用，由此埋下的金融隐患不得不防。（6
月5日《财经国家周刊》）

所谓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用坊间一句老话来
说就是“寅吃卯粮”。

在传统消费观念中，向来尊崇“穷日子穷过，富
日子节俭过”，有钱存银行以备不时之需。但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不断提高，很多人尤其是年轻
人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在追逐物质享受
甚至虚荣心的驱使之下，超前消费也就成了众多

“90 后”乃至“00 后”推崇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不少
在校大学生，在本身尚无经济收入完全依靠父母

“养活”且个人未来发展究竟如何也尚不明朗的情
况下，居然毫不顾忌地“寅吃卯粮”，通过借贷来追
求高消费，最终陷入“套路贷”“校园贷”“砍头息”等
借款的泥沼。

适当超前消费可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
展，甚至还能在压力之下迸发出异乎寻常的智慧和
创造力，既不会损害个人信用，也不会给金融领域
带来太大的风险。但从媒体统计的数据看，“90 后”

“00后”的群体负债率已经高达1850%，明显属于失
去理性的过度超前。而因为负债过重犯罪、自杀等
恶性事件更是频频见诸媒体，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发生在校园里的借贷不但呈规模爆发之势，甚至还
成为黑恶势力的深潜之地。

说实话，无论超前消费如何被美化，笔者还是
不建议尚无经济收入的年轻人加入其中。

压力适当，可以转化为积极向上的动力，然当
压力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极限时，结果只能是“玉
石俱焚”。人不能靠“借债度日”，尤其是风华正茂的
年轻人，还是应该恪守诚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消费观，不能因为要“提前享受人生”就将自己未来
置于悬崖之上，这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
会的不尊重，老话说得好，挣十个花八个那是有规
划，挣一花仨则是“败家子”；“寅吃卯粮”很潇洒，但
很快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朱永华

漫画：朱慧卿

张弓慢评

如此说来，“千错万错都是领导
错”这个命题，倒是能够成立的。它也
符合我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问题
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当然，把指挥不灵都说成是领导的
错，的确让领导们难以接受。而这位企
业家之所以如此强调“错在领导”，我想
可能是希望担当各级领导的，工作中遇
到问题和矛盾时，不要总推给下级或什
么聘用工，形成“千错万错总是别人错”
这样一种奇怪的氛围，而要着重从自己
身上找原因。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
子上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在经常反思中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从这个角度说，“千错万错都是领
导错”的自责习惯与胸怀，倒是值得倡
导的。 张登贵

“千错万错都是领导错”？

张弓有 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