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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前后，阅读又成为
公众热议的话题。有一种惋惜的声音
时常响起，那就是批评数字化阅读方
式让人趋向“读图”“读屏”“读视频”。
我们不妨把时间倒退回去，回到莫说
互联网，就连纸质书都没有的上古时
代，看看当时的一位阅读者如何读书。

春秋时代的鲁国国都曲阜，时常
会迎来列国的使者，他们不是来通好
交聘，而是专程请求答疑释惑：齐国都
城飞来了异鸟，楚王在江中拾到了奇
果，吴军在越国发现了巨人的骨头。这
些问题最终都汇总到了孔子那里，他
如同“搜索引擎”得出一个个答案：商
羊、苹实、防风氏之骨……令大家五体
投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知者也”。孔子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阅读
者，他爱读书，“读《易》韦编三绝”；精
选书，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
学《礼》无以立”。阅读成就了一座
2500多年以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
学识高峰。

但是，与我们身处的数字化时代
相比，甚至与印刷术诞生之后的时代

相比，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孔子并没有
太多的书籍可供阅读。因为当时的“书
籍”无非是简帛甲骨，或是青铜鼎彝，
其记载的篇幅有限，而这样的载体，即
使是汗牛充栋也好，是学富五车也罢，
实际的字数也未必能有成百万或上千
万字。由此可见，在那样的年代，孔子
的阅读是何等艰辛与可贵。

这也愈发让我们明白，孔子之所
以能够成为“万世师表”，靠的绝不是
简单的阅读。他坚决反对读死书，认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身体
力行读“社会书”，“至于是邦也必闻其
政”，进而把阅读、思考和游历有机统
一起来，即使“陈蔡绝粮”同样“弦歌不
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尊严。
在先贤的启迪下，后世学人才得出“记
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的判断，不断提
出“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等主张，强调“为万世开太平”和“人须
在事上磨”的修为。

假如，孔子置身当下，能够上网，
面对网络上“浩如烟海”的电子书，以
及书店里“铺天盖地”的纸质书，他或
许会有一时迷惑，可能也会有选择困

难，但是他一定会奉行“吾道一以贯
之”，坚持自己的阅读之道，“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同时，他也不会只在互
联网上发帖点赞，没准会与同时期的
哲人建个群，聊聊天，“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

假如毕竟只是假如，现实生活中，
数字化阅读在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的
同时，也会出现碎片化、实用化、娱乐
化的倾向，以至于像认僻字、诵诗词的

“寻章摘句”和“记问之学”，在以往仅
是学人入门的台阶，现如今已升任公
众追捧的对象。这与“腹有诗书气自
华”的真谛相去甚远，也启示我们在全
民阅读的道路上还要努力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读书可以让
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
让人滋养浩然之气。”面对当下的纷繁
复杂，无论是为了保持内心宁静，还是
旨在寻找航标，阅读都是一把金钥匙。
我们有必要重温孔子的阅读之道，他
的阅读曾经开启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
辉煌，也曾经陪伴中华民族走过历史
的风霜，在今天也同样能给我们以不
时闪耀的启迪。

假 如 孔 子 能 上 网
冯 源

一个年轻的节日，从历史的深处
走来，那铿锵有力的脚步，踏着壮美
节拍；一个年轻的声音，从遥远的地
方传开，那雷霆万钧的气势，响彻九
霄云外。

1919 年 5 月 4 日，“五四运动”爆
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
运动中，邵阳青年匡互生在北京赵家
楼点燃了五四运动第一把火；这把火，
唤醒了中国国民意识，开启了新民主
主义的伟大征程。

五月的鲜花，如火如荼，开遍了
960万平方公里；五四的赞歌，如雷贯
耳，流传了整整一个世纪。

无论是贫困落后的旧社会，还是
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到处都闪现着邵
阳青年勇于拼搏的身影；无论是民主
革命的艰苦斗争，还是改革开放的火
热浪潮，到处都印刻下邵阳青年乐于
奋斗的足迹。

忆往昔，邵阳青年真言荡浊流，铁
骨傲鬼神，邵阳青年一身浩然正气，满
腔赤子之心！

明朝开国功臣蓝玉，从军起家，
领兵南征，北上破元，平定西南，数
载戎马生涯，几多凌云壮志、显赫战

功；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
源，睁开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
方的慧眼；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发起
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
主共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出

《游击队之歌》，让战士斗志昂扬，让
敌人闻风丧胆。

看今朝，邵阳青年铁肩担道义，胸
中有乾坤，邵阳青年心系劳苦大众，诉
尽家国情怀！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22年前创造
Foxmail，11年前重塑QQ邮箱，8年前
成功开发微信产品，成为开创中国移
动互联网市场第一人；当红外卖小哥
雷海为，即使工作繁忙，依然坚持读
书，积累了深厚的诗词功底，最终击败
北大硕士，勇夺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
最美苗家姑娘杨淑亭，身残志坚、自强
不息，自学淘宝销售，创办花卉工厂，
帮助村民就业，致力脱贫攻坚，用双手
创造花样人生；全国优秀青年志愿者
赵威，时刻将贫困群众系在心头，将公
益责任扛在肩上，竭尽全力为社会弱
势群体撑起一片温暖晴空。

邵阳青年，是敢于挑战的青年，我
们在脱贫攻坚中展示青春，在污染防

治中主动担当；邵阳青年，是敢于拼搏
的青年，我们在防范与化解社会风险
中积极作为，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
传送温暖；邵阳青年，是敢于创新的青
年，我们在发展实体经济中贴心服务，
在构筑希望工程中播种希望；邵阳青
年，是敢于奋斗的青年，我们在基层组
织建设中壮大队伍，在助力青年成长
中洒下阳光。邵阳青年，哪怕身在井
隅，却是心向璀璨；邵阳青年，就算生
命平凡，依然创造非凡。

这，就是邵阳青年；这，就是邵阳
精神；这，就是邵阳力量！

习近平同志说：“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
的人生！”青年朋友们，这是一个改革
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
个创造的时代，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我们指引了前
进的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为我们吹响了时代的号角；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永垂不朽的五四
精神，为我们扬起了青春的风帆；省委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和市委“二中
心一枢纽”建设目标，为我们激发了昂
扬的斗志！青春与使命同行，让我们用
理想和信念，勇攀事业的高峰，迎接未
来的挑战；奋斗与光荣相伴，让我们用
智慧和胆识，抒写时代的华章，创造人
生的辉煌。

奋斗的青春，最幸福！
（作者单位：共青团邵阳市委）

奋斗青春 别样幸福
周鹿鸣

得与失是相互转化的，得之不
喜，失之不忧，方显人品官德。

据史书记载，唐初，一个运粮官
因粮船沉没事故受到处罚，专管官吏
考绩的卢承庆在考核时给他评定为

“中下”等级。运粮官坦然面对这个考
核结果，连一句申辩都没有。见此一
幕，卢承庆心想“粮船沉没，不是他个
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个人力量所能挽
救的”，思虑再三，改评为“中中”等
级。没想到运粮官并未因此感激涕
零，依然不喜不愧。卢承庆非常赞赏
这种不计得失、宠辱不惊的态度，又
将其评定为“中上”等级。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做到淡泊
得失，宠辱不惊，关键是要有“运粮
官”的胸怀，守住心灵的清净，始终保
持内心的至真至纯、至善至美，不计
得失、不为名利，既能放得开，也能守
得住。

放得开，就是以平常心待平常
事。只有以平常心做人处事，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才能把浮躁的心安顿
下来，减少烦恼。但要指出，淡泊得
失，宠辱不惊，不是消极回避，也不是

借“看淡名利”而自甘平庸，而是跳出
患得患失的小我，开拓做人做事的大
格局。

守得住，就是要守得住清贫，耐
得住寂寞。“得”与“失”是每个人工作
和生活中都需要面对的，要“化解”这
种压力，就必须认清“得失之患”的分
界线，把好人生“总开关”，无论什么
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住自己，
懂得自制，晓得轻重，真正做到名惑
不移志，利诱不动心。如果不能正确
对待得与失，满脑子都是名与利，利
欲熏心，贪婪成性，就会思想跑偏，言
行越轨，最终丢掉理想信念这个“压
舱石”，走上邪路。

放得开、守得住，不能做语言上
的巨人，而是要有脚踏实地的行动。
要通过强化纪律意识、注重道德养
成、培养健康情趣、提升人格境界，自
筑“防火墙”，自念“紧箍咒”，自设“高
压线”，视法纪为“雷池”，敬畏而不逾
越；视声色犬马为“祸水”，鄙视而不
染身；视钱物为“诱饵”，远离而不沾
边，让自己的从政之路、人生之旅越
走越宽、越走越顺。

正确对待得与失 把好人生“总开关”
林 伟

近日，一个在乡镇工作的朋友向
我玩笑说道，“早知道不考公务员了，
做一个村官多好，不用天天上班还不
少拿工资”。现在在有的乡镇确实存
在着这么一个现象，有的村官这个

“官”当得并没有那么忙……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有的确实不

忙。有的村官每天却是“点完卯就回
家”或者是“兼职上班”，甚至是“单位
里不见人，村里也找不见”。之所以
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村
官的思想出现了滑坡，责任感不强，
没有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另一方面
是因为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考
核没力度，对村官的约束力度不大。
对此，我们要加强对村官的管理，切
莫出现“人才浪费”，要让村官这个

“官”当得称职。
将村官队伍管起来。“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只有把村官管理起来，才
能焕发这个队伍的活力，让这个队伍
严起来。我们各地区、各基层党委要
按照上级出台的管理办法，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村官管理办

法，并且让制度能够落实下去，从客
观上克服部分村官“慵懒涣散”的思
想，帮助村官找准自己的定位。

把村官队伍用起来。有的村官
出现“无所事事”的现象，并不是因为
自己“不愿作为”，而是有的单位对
村官“不闻不问”，导致部分村官“无
事可干”。村官连着千家万户，应该
做到“物尽其用”，发挥村官队伍的
价值。各基层党委要加强对村官的
管理和使用，为村官搭建进步的平
台，创作成长的机会，让村官在实践
工作中成长起来，帮助村官实现自己
的价值。

让村官队伍勤起来。要焕发村
官队伍的持久活力，需要让村官从主
观上“勤起来”，一方面要端正工作态
度，时刻牢记自己的担当和使命，“在
其位谋其政”，让自己的思想“勤起
来”；另一方面要让自己的行动“勤起
来”，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理论
水平，更要勤于实践，让自己扎根基
层，立足工作，不断成长，做一名“勤
政”的村官。

助村官当好这个“官”
韩朝辉

报载，近日，湖南省 20 位省委、
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
基层、直插现场，点对点、面对面、心
贴心地分别到全省的40个国家重点
（片区）县，开展“深入贫困地区解决
群众问题”专题调研。重点调研脱贫
攻坚的“难点”、民生的“痛点”、群众
的“盼点”，深受群众的好评。

“调查研究隔层纸，决策执行隔
座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是摸准
实情、科学决策、办好实事的前提。脱
贫攻坚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怎样入
手、如何发力，贫困群众心里想啥，急
需解决的是什么，必须放下身架，与
群众“零距离”接触，掏心窝子交流，
方能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将好
事、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因而，省
领导轻车简从直奔基层，田间地头与
群众面对面沟通，这体现为民作风，
彰显“头雁效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也有极少数
领导干部不习惯于调查研究，热衷于
听汇报、看材料，以会议落实会议、坐
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即使是偶尔
下基层调研，也是患有严重的形式主
义虚浮症，或大张旗鼓、兴师动众，“人
未到声先至”，习惯于前呼后拥、风光

气派，调研变成了作秀；或蜻蜓点水、
浮皮潦草，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怕走
路、怕吃苦，淡忘了调研的初衷。调研
不到真正鲜活的、反映本质的实情，看
到的是一种失真、变形、不完整的真相
或者是被过滤和选择过的“真实”，误
导决策，且离间了干群关系。

其实，如何搞好调查研究，习近平
总书记有句话可作为遵循，那就是“拜
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
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

‘心至’”。“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
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
没有决策权”。打赢脱贫攻坚战，时间
紧、任务重，来不得半点花架子和虚
功，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改进工作
作风，走出机关大院，走进农家小屋，
带着真诚、带着关切，带着脱贫攻坚
的决心和智慧，全身心地开展调查研
究。既问柴米油盐，又寻致富良策，与
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群众意愿
了然于胸，就能事半功倍。

调查研究能否“心至”，体现领导
干部“四个意识”和践行为民宗旨的
思想境界。努力在“心至”上投入精
力、下足功夫，就能听到真话，察到实
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赢得民心。

（作者单位：邵阳县纪委）

调查研究要“身入”更要“心至”
陆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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