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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话题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则高居巅

峰。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不乏歌咏清

廉之作。经常读读这些崇廉戒奢的唐

诗，既可以享受诗韵之美，又可以陶冶高

洁情操，实属繁忙公务之余的上佳选择。

清廉唐首推李商隐的《咏史》：“历尽

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

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诗人穿梭

在历史的时空，生动形象地演绎历代兴

衰的经验教训，晒出了成功来自勤俭、破

败由于奢侈的哲理。

记得李峤《咏钱》云：“九府五铢世上

珍，鲁褒曾咏道通神。劝君觅得须知足，

钱解荣人也辱人。”诗人真诚劝告世人对

金钱不可贪得无厌，须常怀知足之心。

“须知足”与《不寝》中的“名利是身仇”异

曲同工，读之发人深省。

杜甫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府中当幕僚

时，有位商人给他送来一条十分名贵的

“织成锦”毛毯。杜甫一看大势不妙，立

马赋诗一首曰：“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赠

情。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直羞得

送礼人卷起那条毛毯溜了回去。

对于遇见贪腐而义愤填膺者，则应

去读读洋州刺史曹邺那首流传甚广的

《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

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

君口！”诗人以官仓鼠比喻贪官污吏，并

对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激烈的抨击。

骂得酣畅淋漓，读之身心大快！

欲入人海之际，建议良善人士高声

朗读李白的《赠友人·其二》：廉夫唯重

义，骏马不劳鞭。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

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贵在相互理解、

相互帮助，务必看谈金钱与一切物质利

益。“诗仙”不愧为“诗仙”，“何必金与钱”

一语道破清廉社交天机，读之耐人寻味。

清廉唐诗，振聋发聩，常读常新，终

生受益。

唐诗也清廉
肖智群

考试季临近，南京市第一中学的

部分学生却“心里不慌”。南京一中

国际部主任黄侃发明“分数银行”，考

分在及格线以下的学生，可以向任课

教师申请“借分”，下次考试出分再行

“还贷”。黄侃表示，“分数银行”灵感

来自实体银行，有包括信用评估在内

的完整“借贷”流程，其创设目的，则

是为了给学生减压。

（据1月11日 《新京报》）

@冯海燕：我认为“分数银行”只

是看上去很美，虽有眼前畅快，但更

有后续紧张，对于学习习惯、知识点

的掌握、教育公平等多有负面影响。

借分容易让学生产生依赖心理，可能

会助长其学习惰性。有分数可以贷

了就放松些，分数透支了就加加油，

这样张弛无度，学习上没有形成一贯

性，不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分数银行”只是看上去很美

下雨天没带伞要报警，孩子不服

管教要报警，身体不适睡不着觉也要

报警……浙江的 110 接警中心每天

都会收到各种奇葩的报警内容。记

者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2017 年浙

江省公安 110 报警服务台将改革勤

务机制，不再受理非警务业务。

（据1月11日《钱江晚报》）

@刘剑飞：无效报警的存在，与

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有事找警察”

意识不无关系。在 110 不再受理非

警务业务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该意

识到便民平台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

施，主动接手非警务业务，让便民热

线真正热起来，同时积极整合相关资

源，比如急救、教育咨询、心理辅导等

各方面的资源，形成覆盖生活方方面

面的受理平台，给市民非警务业务提

供一个解决通道。

110不再受理的非警务业务谁接手？

政策刚出台，“成效”就汇总好了；任务才布

置，“成果”就整理好了；活动刚开展，“经验”就

总结好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工作中，存在

把说的当成做的、把规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成

成绩等“材料政绩”现象。岁末年初时节，有的

地方、部门这类问题更加突出，值得高度重视。

民间有句俗话，刷金的菩萨不经擦。靠材

料包装出来的所谓政绩，有“面子”没“里子”，有

虚名没实效，如何能真实反映工作情况？如何

让人信服？在西部某县，当地政府急于出扶贫

成果，硬生生把一个普通养殖大户通过虚假材

料包装成“扶贫大户”，结果不但扶贫没效果，反

而弄得该养殖户负债累累。这样的事情并非个

案。事实说明，“材料政绩”欺上瞒下、误事误

民，不利于工作推进，也有损群众利益，难怪人

们评价其听起来好、看起来美，可尝起来苦、摸

起来软、禁不起推敲。

古人云：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

治。写材料比干工作跑得快，靠胡编乱造、自我

吹嘘去谋求上级肯定，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如出一辙，反映了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的浮躁

心态、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对上不对下的错误

政绩观。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领导

干部和部门总喜欢“短平快”，不考虑实情，也不

深入实际，采取下达任务和汇报成果同时进行、

不看实效看材料等做法，使得基层单位把大量

时间和精力用于“做材料”。此种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歪风为害不小，不能任其蔓延滋长，必须

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治。

人心恶虚贵重实，群众认干不认说。“材料

政绩”犹如一面镜子，照见的是虚浮之风、功利

之心，从反面折射出务实作风、实干精神的现实

重要性。“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

美好愿景不会自动实现，苦干实干才是人间正

道。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脱贫攻坚就要

把工作做到每家每户、精准施策；深化改革向纵

深推进，就要把各项任务抓在手上、干出成效，

稳扎稳打向前行；破解民生难题，就要落细落小

落实，以尺寸之功，积小胜为大胜……

干部干部，干字当先，谁是光说不练的假把

式，谁是埋头苦干的贴心人，群众心里有杆秤、

有本账。实打实才能心贴心。只有说实话、干

实事、求实效，才能把成绩写在坚实大地上、写

进群众心坎里。

让真抓实干蔚然成风，既靠干部自觉，也离

不开机制保障、导向引导。改革政绩考核机制，

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让奋

发有为者得到重用，让弄虚作假者没有市场，就

能真正为实干者撑腰、为担当者鼓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干”字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人最响亮的座右铭。新年新起点，新年

新气象。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钉钉子精神，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蓝图干到底”的

定力，撸起袖子加油干、脚踏实地扎实干，就一

定能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向党和人民交

出更加精彩的新答卷。

决不能让“材料政绩”败坏党风政风
新华社评论员

中国教育学会日前发布的《中国中

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

年，全国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超

过 8000 亿元。在“吸金”能力急速提升

的同时，由于资金链断裂和监管不力，一

些地方出现了民办培训机构圈钱跑路事

件。教育培训机构一旦跑路，受害者往

往投诉无门。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投诉无门

近日，教育部根据有关精神要求对大中小

学教材进行修改，将“8 年抗战”改为“14 年抗

战”，进一步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抗战精神的

弘扬，以及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承。

中国人民奋勇抗日、保家卫国的历史从来

都是一个整体。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取

得胜利，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是后八年全国抗战

的基础和准备，全国抗战则是局部抗战的延续

和发展。

面对日寇铁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

抗日旗帜。“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中共中央即

发表宣言，号召民众进行民族自卫战争。随后

选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一大批

优秀干部前往东北组织抗战，成立东北抗日联

军，抵抗日本侵略者，为全面抗战和取得最终胜

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极大激发了全民族救亡

图存的意识。一大批反映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

唤醒了广大民众，其中《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

曲》等传遍大江南北，鼓舞着一批又一批仁人志

士走向抗日前线。迄今，这些歌曲依旧震撼着

我们的心灵。

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浴血抗战，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中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

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东方主战场，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确立“14年抗战”的概念，能让我们更全面

更准确地看待历史、铭记历史。同时也表明，中

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决心及意志是不

可动摇的。

十四年的悲惨沉痛与苦难深重，十四年的

艰苦卓绝与历尽险阻，十四年的百折不挠与坚

贞不屈，是全民族对独立和解放的追求，是全民

族对摆脱屈辱实现国家富强的渴望。十四年的

牺牲奋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以

淬炼升华。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尊重、铭记历史，

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如今，我们站在新的起

点，更要弘扬抗战精神，强化国家意识，让历

史在年轻人心中扎根，使之成为滋养民族精

神的不竭源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澎湃动力。

“14年抗战”是一段完整的民族记忆
齐泓鑫 孙琪

“老板，恭喜发财。助学捐款”。这是一

位陌生网友通过我市一家公益组织群添加好

友后发出的信息。虽然其自称是义工，但这

家公益组织的两位负责人，一个说不认识，一

个说这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行为。

《慈善法》出台以后，像这样不具公开募

捐资格而讨捐的行为明显是违规的。目前我

市尚没有一家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

格。现有的一些组织开展公益慈善活动都是

将受助对象的资料予以公布，以代其求助的

形式筹集善款。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募捐，恰恰是为

了让公益慈善走得更远更扎实。对于公益慈

善来说，公信力是生命。郭美美事件对红会

造成的影响，是整个慈善界不得不长鸣的警

钟。而要维护好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光

靠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还不行，必须有制度的

笼子来框束。

众所周知，公益慈善组织是松散型管理，

对成员没有强制约束力。在“人人皆可慈善”

的大公益概念下，又提倡以公益创业、以商养

善来增强公益慈善的造血功能。随着公益慈

善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认同，难免有人在

利益驱动下，失去初心或打着公益名号行个

人之私。

对此，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

各公益慈善组织必须对照《慈善法》加强学习

和自身建设，千万不要自以为在行善，就可以

忽略行为规范、财务公开等制度和程序。另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

监管和指导，千万不要等到问题出来后再作

处罚了事。而社会成员不管是不是公益慈善

组织的一员，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监管意识，来

共同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加强公益监管势在必行
贺旭艳

“人在雨中走，是不是走得越快，淋到的

雨越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

真要看到千里之外，得站在多高的楼上？”“一

年有 365天，一个班只有 40个同学，为什么同

班同学生日在同一天的概率这么大？”……日

前，这组洋溢着思考力的“数学日记”被晒出，

而作者是一个中学生。

每一个热爱科学的孩子都是一颗未来科

学的种子，然而要想让种子生根发芽，并不

容易。我们往往教育孩子要乖，不要随便乱

说乱问；我们鼓励孩子参加奥赛班，但目的

是为了考试加分；我们给孩子建了科技实验

室，但很多都成了摆设……于是，孩子的灵性

被磨去。

怎样培育青少年的科学精神？第一步也

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兴趣是研究的前提，当一个孩子看法

布尔的《昆虫记》，为书中小生物的奇特属性

辗转难眠时；当一个孩子用望远镜观察天空，

被宇宙的神秘莫测深深吸引时；当广大青少

年对这个大千世界充满了种种好奇与兴致，

并想要不顾一切地弄清是怎么回事时，科学

的意识其实就已经萌生了。

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老师应该承担

起“引导者”的角色。在科学教育的课堂上，

无论是想法的提出还是问题的解决，都应当

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对科

学方法和科学思维的掌握，而不是强行灌输

或是死记硬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启发是最好的教育。

只有广大青少年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祖国未来的科技事业才更有希望。

让科学的种子生根发芽
丁雅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