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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人民是阅卷人。共产党员作为人民
的公仆，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人民的

“考试”。在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
促发展活动中，领导干部要有一种

“赶考”的精神状态，自觉接受群众
的评判，积极主动做好工作。

要增强“赶考”能力。我们的工
作都是在为人民谋幸福，直接面对
的是群众，群众就是我们的“阅卷
人”，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我们一切
工作的目标。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
大家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对
领导干部来说,只有夯实自身基础，
储备丰富知识,才能担负起时代重
任。领导干部必须把学习当作一种
追求和责任，通过勤奋学习来增加
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本领，增强

“赶考”能力。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明辨是非善恶，增强斗争本领，在新
时代的赶考路上，把人民群众对我
们的“考试”考好、考出优良业绩，真
正让群众满意。

要保持“赶考”的精气神。执政
者的一切思想、决策和行为，都在

接受人民和历史的严格“考试”，这
种“考试”，存在于执政实践的各个
方面。随着时代发展，群众在教育、
医疗、就业、养老、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等方面有了更高的需求。
这些需求表明，人民群众越来越注
重生活质量，越来越关注社会认同
和个人价值实现等非物质层面的
需要，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永葆永不
懈怠的赶考之心，时刻怀着一颗为
民之心办事，用创新精神抓落实、
谋发展、求突破，躬行履践，率先垂
范，方能在新时代的“赶考”中交出
过硬答卷。

要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党
的事业发展无止境，“赶考”亦未有
穷期。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还远没有
结束，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
的感恩之心、对事业的进取之心、对
法纪的敬畏之心。要牢记党的宗旨，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解决好群众身边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发扬
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更好地应

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化解
矛盾，用真心为群众排忧解难，高效
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要发扬革命
战争年代那种不怕困难的坚韧不拔
的精神，勇作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
奋斗者，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的
答卷。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
记来时的路。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
上,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永远保
持“赶考”的精神状态，在走基层、找
问题、想办法、促发展中，走好每一
步、奋斗每一天, 在推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交
出一份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满意答
卷。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永葆“赶考”的精神状态
刘仕斌

《水浒传》第七回，题目为《林
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
林》，说的是林冲持刀进了白虎
堂，被定罪为恐怖袭击（应该算未
遂），本来是“当时太尉喝叫左右
排列军校，拿下林冲要斩”，滕府
尹有些看不过去，转去与高太尉
说情，林冲死罪已免，活罪难逃，
被刺配沧州。

这里还要回放一下镜头。林冲
持刀进入白虎堂是事实，镜头为证，
照片为证，林冲抵赖不得，林冲自己
承认是这回事。只是事实之前有事
实，高衙内瞟上了林冲夫人，几次调
戏林嫂，不曾得手，陆虞候给高衙内
设了个计，骗林冲入了白虎堂，《水
浒传》写得很明白，是“误入”，不止
是“误入”，更是“陷入”。官府不看事
实来龙，只看事实去脉，其他事实都
不看了，只看林冲持刀进白虎堂这
事实。

原以为只有官府这么裁剪事实
的，现在才晓得高知也是这么认定
事实的；也原以为事实是一坨铁，沉
重如磐摆在那里，谁也搬不动，如今
晓得，事实不仅是可以捏造的，事实
也可以是剪辑的。原来以为，认定事

实是眼力（能力）事情，眼睛不瞎，就
行。不是这回事，事实与认定事实，
是完全不同的事。认定事实不只是
眼睛，更是良心，不只是道德，更是
法律。一个铁事实，眼力都一样，良
心好与良心坏，依法规与枉法规，铁
事实变泥事实，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事实是一个铁坨坨，事实认定是一
件良心活。

言归正传，林冲刺配沧州时，路
上被押送公差董超薛霸百般欺凌迫
害，更甚者将林冲双脚按进滚烫的
水中为他“洗脚”。按社会共识，都认
定这是董超薛霸残暴。但恼火的是，
现在出来了一群自称“独立思考”
者，说薛霸是强者，押送罪犯肯定是
强者；脑瓜子聪明，晓得“去烧一锅
百沸滚汤”；更可歌颂的是，薛霸宅
心仁厚，竟然会给罪犯去烧洗脚水，
更善心百倍于人的是，薛霸纡尊降
贵去给林冲洗脚。试问，谁给老妈老
爹洗过脚？独公公（独立思考的公
公）环视寰宇，俯视群雄，问你呢，你
什么时候见过干部给群众洗脚？自
从盘古开天地，你见过公差给犯人
洗脚吗？薛霸们身段放得多低，“只
见罪人服侍公人，那曾有公人服侍

罪人。”什么是文明，这就是文明。
反观林冲，一个犯罪分子，暴

徒，对薛霸们的文明与良知，采取不
感恩、不认同、不接受的反抗姿势，
还要“挣的起来”，还要暴叫一声“哎
也”，这是野蛮，这是愚昧，这是混
蛋，难怪是个犯罪分子。薛霸与林
冲，作者施耐庵通过这个强烈事实
对比，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文明与野
蛮之分，这就是文明与邪恶之别。

薛霸是文明还是野蛮，以前不
是问题，现在成了非常麻烦的问题。
除独公公一与独公公二，其他人都
说这不是文明，这是野蛮，这是压
迫，这是霸悍。事实都在这里，大背
景是林冲遭高太尉陷害，小镜头是
林冲遭薛霸毒害，大家都这么认为，
何以独公公那么认定呢？独公公说，
他人尽管认定，我自独立思考。

大家都非常尊敬独立思考的，
不曾想独立思考还可以是这般“毒
力”，独公公所用词语，如文明，如野
蛮，如仁慈，如恐袭，都是他人创造
出来的，都是全社会赋予其含义的，
这说的是，任何独立思考，都是建立
在社会共识之上的，离开了社会共
识，不存在独立思考，若有，那是“独
戾思考”。

独公公却不知更不管这些，他
自以为自己是独立思考，沾沾自喜，
顾盼自雄，天下皆错，独有自己最正
确，站在了“文明”的一边。

（作者单位：双清区政协）

薛 霸 的“ 文 明 ”
刘诚龙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吧”，这是著名意大利文学家但
丁的名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坚持做自己，如果认定一个正
确的方向，就不要因为他人的
看法而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
诚哉斯言。

模仿别人不要太盲目。盲
目模仿别人，就会失去自己。

《庄子·秋水》曰：“且子独不闻
夫寿陵涂子之学行于邯郸与？
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匐而归耳。”据说战国时期，燕
国寿陵有个少年，听说赵国都
城邯郸的人走路姿势非常优美，就决定
前去学习。他风尘仆仆地来到邯郸，果
然见到大街上的人走路姿势十分优雅，
走起路来仪态万千，举手投足间都流露
出翩翩风度。少年赶紧跟着路上的行人
模仿起来，人家迈左脚，他跟着迈左脚，
人家迈右脚，他也跟着迈右脚。可是学
习了几天，他却怎么也学不会，而且越
走越别扭，姿势比以前更难看了。少年
心想，肯定是我之前的走路方式有问
题，我一定要把它彻底抛弃，才能学会
新姿势。于是，他开始从头学走路，每迈
一步都要仔细地推敲下一步的动作，就
这样废寝忘食地学习了三个月。他每天
刻苦学习，都始终没有学会邯郸人的走
路姿势，反而把自己原来的走路方式也
忘得精光。最后，少年彻底不知道该怎
么走路了，只好爬着回到了燕国。后来，
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一个成语，叫

“邯郸学步”。
别人闲话不要太在乎。过于在乎闲

话，便无所适从。有个骑毛驴的寓言，说
的是从前有一个老汉和一个儿子，赶着
毛驴进城。没走多远，三个妇女笑说道：

“真是傻子，有毛驴不坐，还要两条腿走
路”。老汉觉得有道理，对儿子说：“儿
子，你快骑上毛驴，我们不能让人笑
话”。儿子坐上毛驴一路向前。走了不

远，来了两个老汉，指着儿子鼻
子说道：“真不像话，这个年头，
年长的追着毛驴走，年轻人反
而心安理得骑着毛驴。”老汉一
听，说道：“儿子，我们不能让人
说闲话，你下来，我来骑。”老汉
骑着毛驴，儿子在后面走路。几
个老妈妈从身边经过，说道：

“你们看，这老头太自私了，孩
子走得满头大汗，他自己倒舒
服。”老汉想了想，干脆叫儿子
也骑上来，两人一起骑毛驴，心
想这下应该没有闲话了吧。可
是，走了没多久，迎面走来的两

个年轻人，指着他们的鼻子说道：“你们
看这两个真是太过分了，牲口还这么
小，都要被他们压坏了，真是不爱惜牲
口。”这次两个人干脆下了毛驴，找人拿
来竹竿和绳子，直接把毛驴抬着走。毛
驴非常害怕，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毛驴
拼命挣扎，最后掉进了河里。

做人处事不要太随便。人，除了其自
然属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属性，人
是划分为阶级的，任何人总是为一定阶
级利益集团服务的。因此，人的社会属性
也就是人的政治属性。人是有政治属性
的高级动物，必须受到政治的约束，按政
治的要求做人处事。一个人做人处事太
随便，没有主心骨，那是不讲政治的表
现，变成随波逐流的水上葫芦，变成风吹
两边倒的墙上草，那迟早会出事的。我一
个朋友被提拔，临行前我送给他“凡事不
可随便”。如此，官场无大碍。我想起作家
张炜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发现凡是这样
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本领，他们很自我，
一般不随潮流做热闹的事情，并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只做自己喜欢的、值得做的
事情。他们较少掩饰自己，大多数时候把
真实的想法暴露在别人面前。这是一些
特立独行者，是生活中的少数，也就是古
代书中常说的“异人”或“高人”。

（作者系市委办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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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抱怨：“谁买好车了，谁升
职了，谁立功了，为什么这些事总和我
没有关系？”常抱怨使人消极、灰暗、甚
至丧失理智，表现的是不满和生气。

近日，新时代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典
型事迹报告团一位成员讲到：我们有些
党员干部看这不顺眼、看那不顺眼，不
服气就要争口气，干点让人刮目相看的
事来。可谓一语中的，让人深思。

争口气要有“落后就会挨打”的意
识。不服气，要常想为什么？当抱怨别人
生活幸福时，看看自己是否安于现状；生
气别人工作顺利时，看看自己是否兢兢
业业；不服别人事业有成时，看看自己是
否墨守陈规。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
的规律。技不如人、受人冷眼、落后淘汰
时，不服气不如争口气。只有认识自身的
缺点，反思自己的处境，看待现实的压
力，化危机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化消
极为积极，增强不断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激励自己不断奋斗，才能不“挨打”。

争口气要有“本领恐慌”的意识。恐
慌是“虚”的表现，肚子里没货，加强学
习才能弥补。学习不能等到要用时才想
到，不能学了不会用，也不能学了就满
足。对于学习，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做
到先天不足后天补，笨鸟先飞；要有“一
顿饭不吃就感觉饿”的态度，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变学习为常态；同时也要有“吃不饱”的

“贪心”，要用如履薄冰的姿态对待学
习，不厌其烦，学其精华，摒其糟粕，不

断积累自己的“资本”。只要常练“内
功”，增强本领，“恐慌”自然也就不再困
扰自己。

争口气要有“岗位成才”的意识。只
有岗位才能彰显价值，在岗位上干出成
绩，就是我们争口气的方向。我们不能
要求岗位的好坏，但我们可以做到岗位
成才。不难发现身边很多人有“螺丝钉”
精神，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默默无闻、兢兢业业，认认真真
做好自己的事。在岗位职责上争口气，
干工作就有动力，散漫的习惯、状态、心
理都会因为“争口气”的信念而改变；在
岗位出成绩上“争口气”，干工作就有目
标，以前的抱怨、嫉妒、懒惰也会由于你

“争口气”变得不存在。只要立足岗位去
作为，“成才”就不会变得遥不可及。

争口气要有“奋发上进”的意识。争
了气，“气”要“咽”得下去，才能“顺”得
下来，不能只喊不做，图痛快，更不能只
争气不出气，唯有奋发上进才能解气。
面对自己的不服气，要有甘拜下风的勇
气，正确看待自己，在争气中查找原因，
认真剖析；面对自己的不服气，要有不
甘落后的气度，真正定位自己，在争气
中积极工作、乐观向上；面对自己的不
服气，要有承受打击的毅力，适时调整
自己，在争气中摔打、磨练，不气馁，不
懈怠，越挫越勇。只有保持健康的精气
神，奋发有为的状态才能永远鲜活。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
事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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