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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安徽省桐城市的六尺巷进行考察。在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六尺巷承载
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要弘扬好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
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使我们
的社会更加和谐。当前，我们要充分挖掘
六尺巷精神，汲取传统智慧，推进基层治
理现代化。

首先，要从六尺巷故事中感悟传统
文化精髓。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西
南一隅，其得名源于一段广为流传的佳
话。相传清朝康熙年间，当朝宰相张英的
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发生
了争执，双方各不相让，僵持不下。张家
人千里修书至京城，希望借助张英的权
势压服对方。然而，张英阅罢来信，却淡
然一笑，挥笔回复：“千里家书只为墙，让
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家人读罢，深感惭愧，主动将
墙基退后三尺。邻居吴家见状，深受感
动，也效仿张家将墙基退后三尺，于是两
家之间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被
后人称为“六尺巷”。

六尺巷的故事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华
民族宽容与谦让的美德，相互礼让，以和
为贵。故事中的主角张英作为当朝宰相，
可谓当时社会治理的高层管理者，他眼光
长远，超越私利，信告家人，选择退让，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大我”超越“小我”，以身
作则，用自身的行动影响家人和邻里，为
化解邻里矛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要从六尺巷故事中汲取基层
治理智慧。六尺巷的故事，如同一面镜
子，映照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智慧，也为现代基层治理提供了深刻的
启示。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邻里和睦
的佳话，更是对基层治理之道的一种生
动诠释。概括起来是做到“四个坚持”。

坚持以和为贵，化解基层矛盾。六尺
巷的形成，源于两家人的相互谦让与和
解。在基层治理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
和冲突，我们同样需要秉持“以和为贵”
的理念，寻求和平解决之道。通过耐心倾
听、理性沟通、换位思考，引导各方从大
局出发，理性和解，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
最佳方案。这不仅能够有效化解矛盾，还
能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为基层社会
的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坚持自我管理，激发基层活力。六尺
巷的故事中，两家人的自我约束和相互
尊重，体现了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在基层治理中，应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
性和创造力，鼓励他们参与到社会治理
中来。通过建立健全的自治组织、完善社
区规章制度、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方式，
引导群众树立法治观念、增强自治意识，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这不仅能够减轻政府负担，还能
激发基层社会的内在活力，促进基层治
理的良性发展。

坚持德治为基，弘扬基层正气。六尺
巷精神的核心在于宽容、谦让与和谐共
生，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力量。
在基层治理中，应坚持以德治为基，弘扬
社会正气。通过树立先进典型、表彰好人
好事、加强道德教育等方式，引导群众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崇德向
善的良好风尚。同时，对于违法乱纪、破
坏和谐的行为，要依法予以打击和惩治，
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好秩序。

坚持共建共享，促进基层发展。六尺
巷的形成，是两家人共同让渡部分利益、
追求共同利益的结果。在基层治理中，也
应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促进基层社会的
全面发展。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公共服务、推动经济发展等方式，不断提
高基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
要建立起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共享机
制，确保基层社会的各项成果能够惠及全
体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古为今用，
坚持以和为贵、自我管理、以德治为基、
共建共享为原则，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
性和创造力，共同推动基层社会的和谐
稳定与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
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公平正义的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从“六尺巷”的故事中
汲取基层治理智慧

肖 凤

日前，笔者与战友聚会时，听一些在
乡镇政府工作的战友说，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加强普惠性、基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此，有些乡镇对
有关涉及民生的重点项目实施挂图作战、
限时完成，将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月公示、双
月评，并将评议结果作为年度考核和干部
任用的重要依据。这既让干部普遍感到“压
力山大”，又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

如何认识和对待压力，是各级干部
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特别作为基层乡
镇一级组织，离“三农”最近，处在民生建
设最前沿，承担推进乡村振兴、民生改善
的任务更直接、更具体、更艰巨。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承受水的压力，喷水池才
能喷射出美丽的水花，干部有压力，干事
才会更有动力，落实才会更加给力。

全会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一支政治过
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
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共产党人一定要勇
于担当，自我加压，全力以赴推动事业发
展，增进百姓福祉。

一是发展上要有紧迫感。当前，国内
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竞争日趋激烈，改
革难题新旧交织，群众的民生期待水涨
船高，发展面临“不进则退、不转则衰”的

挑战。形势逼人，身为党员干部，理应有
时不我待、无功即过的紧迫感和忧患意
识，带领群众迎难而上谋发展。决不能

“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
疲塌塌混日子”。

二是本领上要有恐慌感。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的中心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里讲的改
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改革，更不是小打
小闹、不痛不痒的变动，强调的是进入深
水区、攻坚期、深层次的改革。这对领导
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各级干部要进一步强化自我

“充电”意识，学理论、学科学、学技术，不
断增强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

三是对群众要有敬畏感。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治国有常，利民为
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无论是谁，不管官做得多大，脱
离了人民群众，必将一事无成。新形势
下，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
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
量，更是离不开群众的力量，少不了民意
的支持。我们只有老实“拜人民为师”，深
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
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才能赢得人心，凝聚力量。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

“自加压力”才能更加“给力”
刘克勤

走进一些基层单位的办公室，
桌子上堆放的资料和表格真是眼
花缭乱。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反映，
当前“痕迹管理”过多过滥现象仍
比较突出，异化成了“痕迹主义”。
基层干部各类考核记事簿、履职手
册、工作日志等，重复繁琐，上级要
求上报的材料，多不胜数，应接不
暇……占用了干部大量时间、耗费
大量精力，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必须下大力气根治。

解决“痕迹主义”问题，要从思
想上正本清源。“痕迹管理”是一种
工作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明确工作
目标、规划工作步骤、分配工作任
务、跟踪工作进度，查漏补缺、弥补
不足。倘若不管大事小事，有无必

要，都要写材料、做资料、填表格、留痕迹，不仅对实
际工作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反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人力和财力。工作成绩是干出来的，不是用材料堆出
来的，更不是靠“造痕”造出来的。要结合实际谋思
路、做规划、出实招，坚持扑下身子、甩开膀子，踏石
留印，实实在在建新功，从根本上营造一个风清气正
的工作环境。

解决“痕迹主义”问题，要从作风上下大力气。基
层“痕迹主义”现象，实质上就是形式主义。实干是最
响亮的成绩，行动是最有力的痕迹。如果工作不能落
实，事业发展不好，民生得不到改善，群众不满意，堆
砌的资料再多，也代替不了实干，汇报材料再“天花
乱坠”，没有实干，都是一张“白纸”。纠治“痕迹主
义”，各级机关要持续推进作风建设、效能革命，力戒
形式主义，不以痕迹论“英雄”。要改变督促检查方
式，多些不打招呼的督查，多些实地现场督查，多听
取当地群众反映，用实绩代替痕迹。

解决“痕迹主义”问题，要从上至下共同努力。痕
迹再精美、再好看，都没有实绩分量重、成色足。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事业是干出来的，美好的蓝图变成
现实需要扎扎实实的行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上
级部门领导要走出机关，接地气，通下情，既看干了
什么事情，又看干出什么成绩。下级落实要“唯实”不

“唯上”，摒弃“注意力政绩”“材料政绩”，真抓实干，
身入心至，不走形式不作秀，保证党的各项政策沉到
底、落到实处，用行动创造更好的工作业绩。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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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双方做生意，买
方用不太正当手段占了
个大便宜，家人感到愧疚
要再多付一些，而卖方知
情后却坚辞不受。这样的
事有吗？或许有，但肯定
极少。

这里要说的是陈国
瑞，宋朝时的一个铁矿老
板，为富而仁。富人如果
都似他一般，估计没人仇
富了。有谓，仇富者见不
得人好，看到人家富起
来，就咬牙切齿。但对大
部分人而言，其实并不仇
富，大家仇富，非仇仁富，
所仇是奸富。富豪若是仁
而富，富而仁，敬之不及，
何来仇视？

陈国瑞有老娘，老矣，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陈家
于是踏遍青山，为老娘找
寻安息之所。寻了近一年，
终于找到一方好墓地。

墓地寻到了，是张家
自留山，张家老头在这山
上种树、伐木，以此谋生。
怎么弄得这块地呢？去跟
张家人说，又怕对方漫天
要价。选墓地之事，陈国瑞
当甩手掌柜，全权交给儿
子，“未尝问有无，一以诿
其子”，陈公子耍小聪明，
提了一瓶酒一桶油啥的，
去了张伯伯家，说，“吾冶
方乏炭，此可以薪而得
资”，陈家本来开铁矿的，
他跟张伯伯说，炼铁缺炭，
拟买他家那山林。张家是
厚道人家，没甚讨价还价，

“遂以钱三万成约。”
故事讲到这里，大家

看到的是骗子经济。往后
面看，才能看到道德文章。
陈公子买下这块地，陈老
爹蛮高兴，大兴土木，开始
替老娘建坟，坟墓建成之
后，老娘也就过世了。

来年，陈国瑞带着全
家，来给老娘挂青，“顾其
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
凡几？”其子老实回答，说
是从张伯伯家买的，花了
三万。这价格贵，还是贱？
旁人说：“以时价商之，虽
廉犹三十万也。”即这块地
再怎么便宜，也值三十万。

三万金，买了值三十
万金之地。划得来啊，要
得啊，聪明啊。换赵钱孙
李，换其他骗子经济老
板，指定是高兴坏了，陈
国瑞却是脸色变了，匆匆
挂完青，往家赶，坐了轿
子，八抬大轿把张老请到
家来，安排他住下，天天
好酒好菜，喊来戏班，唱
歌跳舞，以娱张老。

吃人家的，喝人家的，
玩人家的，呆在陈家几个

月，每次想走，都被陈老板
留住，张老怎么也要回家
了，诚意挽留，也留不住他
了。陈国瑞便打发张老三
百缗钱。张老抵死不接，无
功受禄，吃了喝了，岂能再
兜了走？陈老板这时也实
话实说，说原来买山林，不
是买木炭，而是买坟地。这
下，想必张老会愕然，会愤
然。但张老仍坚决拒绝。

“不盈千焉，三万过矣，此
恶（何）敢当？”之前，我只
想着那些树只值一千，您
给我三万，我怎么能再要
您家钱？陈老板说，之前，
我儿子是采取不正当手段
得到的啊。“余子利一时之
微，以是绐翁。”

话说到这份上，想来
张老该接受了。没想到世
界上，竟然有有钱都不要
的人，张老仍然拒绝，当年
是我亲笔签了合同的。一
分钱没要，回家去了。可见
张老不是假客气，他遵守
市场契约精神，有钱也不
要。张老这里，有一句话，
堪比名人名言。然他是一
个乡村老汉，说出的话，再
警人，再真理，也不是名
言：“子欲为君子，老夫虽
贱，可强以非义之财耶，固
授之乎？”您要做君子，我
虽穷，也要做君子，莫非只
能是您做君子，我不能做
君子？

你做我做，大家一起
做君子。陈国瑞知道，张老
是真不受非约之财，对，不
受非契约之财。他转身把
陈公子叫来，劈头盖脑，臭
骂儿子一顿，“国瑞乃怒其
子”，你这个龟儿子犯的
错，你这个龟儿子给我去
弥补。怎么弥补？偷偷地把
张老儿子喊过来，把三百
缗钱给他，说：这是你老爹
的。张老儿子信了，把钱接
了过去。一缗约一千文，三
百缗，是三十万文。除了原
来的三万，加上几个月招
待开支，陈国瑞买的这块
地，也算是超出了市场价
格的。

世间经济，多是以巧
取为智，以豪夺为能。可是
在陈老板看来，经济不是
奸人经济，而是君子经济，
当以道德来做市场文章。
陈老板的这个经济，重钱
更重德，社会道德不崩溃，
原因是买者与卖者，道德
都在高水准上运行。张老
不受非约之财，不是假客
气，陈公不占他人便宜，也
不是假客气。

都不假客气，便都是
真君子。
（作者单位：双清区政协）

非约之财不受
刘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