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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党校中
青班开班式上强调，党员干部“要强
化精准思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
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
做扎实、做到位”。可见要想把工作做
深做实，首先得做细。

细节决定成败，正如“一叶”可
“障目”也可“知秋”。细节往往是事物
发展的关键，也是工作成败的分水
岭。党办工作要求我们“文经我手不
出错，事经我手可放心”，如何从“细”
中求实绩，做到积小胜为大胜、积跬
步至千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领会工作要涓滴不遗。党办
工作不仅要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又要
在千头万绪中发现并抓住重点细节，
透彻了解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领导
交办工作时的一句话，文件指示精神
中的一个字，都可能具有明确指导意
义，我们要善于领会精神，准确把握意

图，结合实际情况作出最合理解读，为
寻求正确工作思路提供关键依据。

其次，寻找思路要寻幽入微。细
节是思考的基石，只有对细节抽丝剥
茧，我们才能全面地了解事物的本质
和内在联系。在工作中，我们要善于
提问和思考，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
识，做到鞭辟入里。一旦我们准确掌
握了重要细节，就能“一叶知秋”——
作出准确判断，得出明智决策。

同时，实践过程要细针密缕。细
节是行动的起点，只有在实践中彻底
践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才能将工
作转化为实际成果，也只有在每个细
节上都力求细致认真、字斟句酌，才
能避免把时间浪费在拾遗补阙上，确
保工作真正高质高效。

此外，涵养能力要精耕细作。绳
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秘
书工作要求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和能力，涵养扎实“基本功”、培养善
为“真本领”。我们不仅要立足岗位精
益求精，还要放眼全局深耕厚植，才
能在工作中轻松应对各种问题和挑
战，更好履职尽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新征程上，作为秘书工作者的我们更
要立足当下，立足岗位，以“细致精
当”工作，为党办“三服务”水平提升
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

于细微处见真功
伍哲乎

党纪学习教育的最终落实落地
是让党员干部检视自我，整改自身存
在的不足。对照党纪党规，逐章逐条
检视自己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言一
行，深入剖析思想上的误差，执行上
的偏差，效果上的落差。我们不妨从

“小事”做起，立行立改，真改实改，积
少成多，积小成大，终会有所成。

任何事情、任何工作不论如何复
杂，都是由一件件简单事、一桩桩平
凡事组成的。要从一件件、一桩桩简
单事、平凡事、具体事抓起，不求其
多，但求其实。只有干好每一件“小”
事，才能“垒土成高台”，办好“大”事。
如果因为简单、因为平凡而不加重
视，不屑于努力，以至放弃，那便意味
着失败。

“小事”里面有责任。敬业者对每
一件简单事、平凡事总是怀着敬畏之
心，努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不拘泥于以往的经验，不照搬别
人的做法，力求做得更好，成为本行
业的行家里手；对待事业有愚公移山
的意志，有老黄牛吃苦耐劳的精神，
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
业绩；对工作富于激情，始终保持良
好的精神状态，把承受挫折、克服困
难当作对自己人生的挑战和考验。

“小事”里面有智慧。俗话说“一
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其中“扫一
屋”是小事，而“扫天下”是大事。通俗
的理解是小事做不好，就难以做好大
事。儒家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这里面揭示了小事与大事的关
系，包含着极大的智慧。对直接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件一件
抓落实，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持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需要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做
好一件一件“小事”，实际上就是做好

“大事”的前提和基础。
“小事”里面有人心。想基层所

想，急群众所急，关注老百姓身边的
小事，最能看出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
平。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转变
为行动，要多为基层群众办实事，特
事特办，急事先办，尽可能提供一切
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从精神上关
心，生活上关爱，需求上关注。特别是
要热情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具体问题，
深入基层解决热点难点问题，让老百
姓顺心气、增干劲，调动起广大人民
群众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热情和动力，
从而凝聚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
军事学博士）

作于“细”者方能成于事
鲁闻恋

晚饭后散步，走到某菜市场门
口，见前面两个穿着入时的姑娘边走
边吃着西瓜。其中那个高个子姑娘吃
完后顺手将瓜皮往地上一丢，恰巧被
正在后面打扫卫生的大娘看到，大娘
好言相劝道：“姑娘，我在后面扫，你
在前面丢，不好吧？”那位同行的小个
子姑娘听后转头一看，红着脸儿说

“对不起”，便弯腰捡起瓜皮丢进大娘
的垃圾斗里。

随后，只听见那高个子姑娘对小
个子嗔怪道：“你由她说不行？当众捡
起好没面子哩!”小个子姑娘这样回
答：“自己丢下的，自己捡起，知错就
改吧，这不丢人。”

听着她俩的对话，笔者想到，生
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有关“面子”的话
题：“给点面子，支持一下工作”“好好
干，给我争点面子”“撕破了面子，谁
都不好看”。面子就是人的脸面，它关
乎人的形象，所以人们没少在脸面上
做文章。

其实，所谓“面子”，只是一种外
在的表现形式，是名誉上的东西。而

“里子”却是一种内在的充实，它包含
着一个人学识、修养和道德的积累。
一个人只有“里子”雄厚了，才会有真
正的“面子”。换句话说，“里子”实，

“面子”才有光。否则，就是“金玉其
外”，而“败絮其中”。

那位乱丢瓜皮的姑娘，正因为其
素质形成的习惯，因而反映到现实中
难免有不文明的举止，她丢掉的是一
个文明市民应有的行为准则，可谓丢
大了面子！而那位捡瓜皮的姑娘看似

“好没面子”，实则是为同伴尽力挽回

“面子”。所以说，一个人不该爱面子
的时候爱面子，恰恰是件“丢面子”的
事。如生活中有不少人因为一点鸡毛
蒜皮的事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似乎不
争出个高低就丢了面子；还有个别
人，为了几句闲言碎语就大打出手，
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要。不知这些人
有没有想过：为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
大动肝火，甚至以命相争，最后连命
都没了，脸面又在哪里？

然而，虽然这么说，该要面子的
时候，我们千万不能丢了面子。古代
晏子使楚的表现，保住的不仅仅是自
己的面子，更重要的是保住了一国的
尊严。像这样的面子，不争行吗？

有人说得没错：“人活一张脸”。
面子里有做人的准则和尊严，为人的
道德和修养，还有崇高的理想和信
仰。有时候争面子恰恰是一种知耻的
行为。古代廉颇为争面子而丢了面
子，又通过“负荆请罪”挽回了面子的
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种争
面子，值得提倡。

总之，脸面人人都有，但一定要
分清：个人面子的事小，公众利益的
事大。我们争面子，千万不能以违背
社会公德、思想道德和做人的准则
为代价。那种以损害大局利益争回
的个人面子，那种为了满足一时的
虚荣心，与他人斗气拌嘴、拳脚相
向，或“打肿脸充胖子”所争回的面
子，也许能暂时蒙蔽一些不明真相
的人，但最后丢掉的恐怕就绝不仅
仅是那张“脸面”了。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
干部）

善 待“ 面 子 ”
刘克勤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
月有不常满为心。”据说这是
汪伪政权第二号汉奸陈公博
临毙绝联。抗战胜利，审判汉
奸，1946年4月12日，陈被江
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
日被执行枪决。

被毙那天，陈某装镇定
装风度。与陈某同监的郑质
夫回忆，陈公博写的对联与
上面所引的对联不一样：“沧
海以能容乃大，明月不常圆
为心。”郑氏回忆道：“6月初
的一天上午，监狱看守长拿
来两张宣纸，要陈立即写一
副对联，我将墨研好，他执笔
就写，上联是‘沧海以能容乃
大’，下联是‘明月不常圆为
心’。当他写到最后‘为心’两
字时，看守来通知去见人，这
时砚中墨已干了，我赶紧添
水加研，未浓之时，他匆匆忙
忙蘸着淡墨写完最后两个
字，并加下款‘陈公博’三字，就搁笔
随同看守前往。”但据当时所谓资深
媒体人金雄白所述，陈公博写的是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有不常满
为心。”

据说陈公博书法蛮好，书法蛮好
并不说明什么，秦桧的书法也蛮好呢。
金某与郑某所述，对联出入蛮大，字词
不太同，结构也有差。但可以肯定的
是，陈某被枪毙前，确实写过对联；两
副对联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这副对联想表达什么呢？金雄白
替陈某解：“上联还寄望于当局能放
宽气度，对不是真正‘民族罪人’，或
者政府曾经加以运用或利用的‘汉奸
分子’，加以宽容，要如大海能容百川
之所汇……下联却不能不说是充满
了讽谏之意，希望政府当局不要因
胜利而骄盈，但愿能如明月有心，
一轮岂能常圆？应知朔望盈晦之
道。”金氏与郑氏所说的对联，下联
是什么意思，金氏所猜，未必猜中；
上联的意思，那肯定是“寄望于当
局放宽气度”，要容忍汉奸，容纳汉
奸，不应该枪毙他，若枪毙了他，就
暴露为政者缺宽容，缺宽容就是专
制，就是独裁。

对陈某这般人，要不要宽容？别
人来说项，或者可理解，而陈某自己
陈情，这就非常无耻，甚是卑鄙了，陈

某是没有资格来求当局宽
容的。陈某是大人，不是小
孩，陈某是高智商，不是低
智力，他有完全刑事与民事
能力，他知道他在干什么。
大敌当前，国家危亡，他绝
对清楚当汉奸是什么意思，
当起汉奸来当得起劲，干起
坏事来干得放肆，一旦被抓
了，被审判了，就要求当局
宽容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
事呢？

14年抗日战争，3000多
万中国人死伤，这其中，固是
日寇残暴，那些汉奸也脱不
了干系。当年汪伪军有数百
万之多，比侵略者人数还多，
这些汪伪军配合日寇杀了多
少中国人，这个数目是巨大
的。陈公博是汪伪政权二号
人物，他所犯下的罪行，罄竹
难书，死有余辜。日寇败了，
他被拉出审判了，他转而要

当局宽容了，可谓无耻之极焉。
宽容是好政治，正如道德是好民

治；也正如有所谓道德绑架，也有一
种宽容绑架。他干了坏事，他干了不
法事，他干了伤天害理事，不反躬自
省，不自我担责，反而要求有容乃大，
要有大气度，以包容其作恶勾当，放
他一狗命。政治自是要宽大为怀，容
许犯错，但容许犯错，不是容许犯罪。
贪腐是罪，不是错；卖国是罪，不是
错，孰可忍孰不可忍？斯可容谁不可
忍？忍无可忍，不必再忍。

干起坏事来，千夫所指，亦无所顾
忌，一日被抓，便以宽政相挟，我干任
何坏事，你都得包容我，摇着尾巴装可
怜。装可怜，或还是心虚；有些更是气
壮得很：你不宽容，你就是坏的，你就
是该骂的，你就是专制的。他们口气大
得很，骂起来分贝高得很。

大海能容，大海也是有边界的，
大海里的垃圾也是要清理的。陈公博
当汉奸，当得死心塌地，当得罪恶滔
天，居然有脸皮来求宽容，什么人
啊？！陈公博被枪毙当口，还向法警
求：“我有钢笔一支，是兆铭兄所赠，
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为日本天皇
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
葬。”死后都还想当汉奸，这般人，枪
毙一万次都不解国人恨。

（作者单位：双清区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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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
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
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
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
改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
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
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
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
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
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
顺民意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

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
甚至产生负作用。要坚持守正创新，
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
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
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
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改革要更
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
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加强各项改革举
措的协调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

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
体效能，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
掣肘的现象。改革要重谋划，更要重
落实。要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
既要积极主动，更要扎实稳健，明确
优先序，把握时度效，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不能脱离实际。

李干杰、何立峰出席座谈会，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山
东省负责同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专家学
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