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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一得

善政若水， 善施万物而无形。 善治若水， 善利
万物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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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领导干部经常到这四个地方看一看

前不久开会， 听一位县长作报告时， 讲到党员干部清心寡欲、
廉洁自律的问题， 县长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我们有了杂念， 起了贪
心， 整天想着争利于市， 争名于朝， 我劝大家经常到这几个地方去
走一走， 去看一看这几种人， 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 也许会对你有
所警醒， 让你的行为有所收敛。

一是经常到烈士陵园、 革命纪念馆去看看先人。 邓小平同志在
开国大典纪念日建国题词中写道：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
难的岁月里， 人民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 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正
是无数的革命先烈在疆场上洒热血， 抛头颅， 与敌人做你死我活的
斗争， 有的甚至连姓名都不曾留下， 用自己宝贵的生命， 才换来了
我们今天幸福宁静的生活。 面对这一块块浸透我党光荣传统的热土，
面对这一个个洋溢着英雄精神的道德丰碑， “饮水思源”， 经常想想
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 就会格外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如果再向党
和人民伸手， 攫取不义之财， 腐化堕落， 人格沦丧， 你不感到羞愧
无比， 无地自容吗？ 想一想自己还配称党员、 配做公务员吗？

二是经常到贫困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去看看穷人。 如今国家
富强了， 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但因种种原因， 仍有一部分人在贫
困线和温饱线上挣扎。 身为公务员， 拿着稳定的收入， 享受着一定
的职务消费， 在我国目前的生活水平中， 公务员仍处于较好、 较高
的地位。 但有些人却常常拿自己与打交道的 “大款” 比， 与 “白
领”、 “金领” 比， 越比越丧气， 越比心理越失衡， 觉得自己的付出
与所得不能成正比， 总想伸手捞一点， 沾一点。 这个时候， 你不妨
去贫困山区走一走， 到贫困户家里看一看， 亲眼目睹一下他们的生
活境遇与劳动状态， 你就会知足常乐， 觉得自己付出甚少， 党和人

3



· ·

民却给予太多。 俗话说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 就是这个
道理。 “人比人会死， 货比货要扔”， 正确地比， 心态就会平和。

三是经常到法庭、 看守所去看看犯人。 “早知今日， 何必当
初”， 这话在法庭和看守所里体会是最深刻的。 经常到看守所里去接
受一下警示教育， 经常到法庭去旁听一下贪官的忏悔， 看到那些因
权欲膨胀， 利欲熏心， 触犯党纪国法， 身陷囹圄的罪犯， 将要在铁
窗度过余生， 那种失去自由的痛苦将会令你惊醒， 那种将要失去生
命的依依惜念之情令你心惊， 在党纪的警戒线、 国法的高压线面前，
你也许会望而却步， 遏止住内心的贪念， 做到 “畏法度者夜半不
惊”， “不受尘埃半点侵， 竹篱茅舍自甘心”。

四是经常到殡仪馆、 火葬场去看看死人。 人生百年， 恍若烟尘，
不过一瞬。 殡仪馆是人生的终点站， 不管你曾是位高权重、 声名显
赫的高官， 还是腰缠万贯、 一掷千金的亿万富翁， 或是一贫如洗、
蓬头垢面的乞丐， 最后都要到这里来， 化为一缕青烟， 什么金钱美
女， 什么高官厚禄， 什么荣华富贵， 都在这里化为乌有。 尘世间种
种， 最终势必成空， 功名利禄， 繁花似锦， 原不过是过眼烟云， 昙
花一现。 许多人为功名忙， 为利禄忙， 拼死争斗一生， 一刻也没有
消停过， 直到临死才大彻大悟， 正如原安徽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在忏
悔录中所写： “纵有钱财万贯， 不过一日三餐； 纵有广厦万间， 也
只能七尺床儿容身”，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只可
惜明白得太晚了……

巴尔扎克也说过， “在人生的大风浪中， 我们常常学船长的样，
在狂风暴雨之下把笨重的货物扔掉， 以减轻船的重量”。 笨重的货
物， 指的就是过多的贪欲而带来的沉重精神负担。 与之对应的还有
一句西谚： 鸟儿的翅膀一旦背负上黄金， 就不会飞得太高。 人一旦
立下了 “布衣暖， 菜根香， 读书滋味长” 的座右铭， 经常到那四个
地方去看一看， 一定会免去许多烦恼灾祸吧。

这， 就是我听了那位县长讲话后的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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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学问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被报刊、 网络、 电视上
的海量信息所包围， 身处其中， 应接不暇， 泥沙俱下， 难辨真假优
劣。 人生短暂， 犹如白驹过隙， 用 “一瞬” 形容并不为过。 人的能
力也极为有限， 只不过有大小区分而已。 人生有限， 知识无涯， 如
何在有限的人生里， 汲取到有用的知识，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
个严峻的挑战。 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读好书， 看好报， 采取科学的
方法来学习， 达到理想的目的和效果， 就成了一门学问。

读书应当博而精。 人们形容一些人读书看报是 “读书读个皮，
看报看个题”， 囫囵吞枣， 不求甚解。 其实， 这也是获取知识的捷径
和方法。 有句行话叫 “题好一半文”，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 一个好的
标题就决定了这篇文章成功的一半。 试想， 一个标题都起不好的文
章， 能有好的内容吗？ 对于一篇文章， 从头至尾， 一字不落地浏览
一遍， 即为通读， 又谓全读。 有目的， 有选择， 有重点地去读， 叫
选读。 认真反复地读， 叫精读。 选读和精读， 是获取知识的捷径。
通常情况下， 随用急读， 也不乏急用先读。 学习有如吃饭， 能够摄
取必要营养的人要比吃得多的人更健康， 所谓 “学之之博， 未若知
之之要； 知之之要， 未若行之之实”。 同样， 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学
习很多的人， 而是读了有用书的人。 就如培根所说： “有些书可供
一尝， 有的书可以吞下， 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 也就是
说， 有些书只要读读它们的一部分就够了， 有些书可以全读， 但是
不必过于细心地读； 还有的几部不多的书， 则应当全读， 勤读， 而
且用心地读。” 于自己工作和学习有帮助的， 要有针对性、 有重点地
选读， 而无关紧要的内容， 了解一下， 当 “知道分子” 即可。

读书要善于思考置疑。 辛弃疾在 《西江月·遣兴》 中写道：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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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置疑不是目的，
置疑不是盲目地怀疑一切， 而是去伪存真， 去粗存精的一个过程。
每个作者的见识阅历和好恶不同， 加之受时代的局限， 看待问题难
免有失偏颇， 这就需要我们用心思考， 用正确的思维和方法， 去筛
选精华还是糟粕， 判断真实还是粉饰， 甄别正确还是错误。 古人说：
“学贵知疑， 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 不疑则不悟。” 对书报中提
供的信息， 如果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 就丧失了自己的思想与判断
力， 比不读更为有害。 比如， 手中一份报纸又厚又沉， 拥有很大的
信息量， 如何去判断取舍？ 这就需要一双慧眼。 对时事新闻， 要透
过现象去辨别本质； 对社会新闻， 要透过事件去思考当事人背后所
折射的不同人生以及不同的人文环境； 对娱乐新闻， 大可用娱乐的
眼光一笑置之。 有如乾隆下江南时见千帆竞发， 笑问身边人： “江
面人行着几艘船？” 有智者答： “两艘， 一为名来， 一为利往。 天下
事莫不如此。” 这就是人生的智慧。 只有善于思考， 勇于置疑， 书本
上的知识才能为我所用， 用他人的知识， 丰富自己的人生。

读书要勤于笔记。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 在我们身边， 有些
人确实读了不少书， 但如过眼云烟， 读过即忘， 不甚了了， 真正应
用起来， 捉襟见肘， 苦思冥想而不可得。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做
读书笔记， 有利于纠正急于求成， 一目十行， 走马观花， 不求甚解
式的读书陋习， 迫使自己慢读， 细读， 精读， 帮助思考， 加深理解，
促进消化吸收； 有利于 “积学以储宝”， 增强记忆和积累资料， 录以
备忘， 逐步增加知识； 有利于日后查找， 温习与使用， 免除 “踏破
铁鞋无觅处” 之苦； 还有利于提高分析问题、 归纳问题的能力和本
领。 有了各种各样的笔记， 便于治学， 开展研究， 做到需要资料时
呼之即出， 招之即来， 左右逢源， 得心应手，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果没有 “养兵千日” 的充分准备， 就不可能有 “用兵一时” 取得
胜利的绝对把握。 “临渴掘井”， 绝非读书治学之道。

书海无涯， 精力有限。 立直轩， 终无曲形。 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运用最佳的读书方法， 则读书必然成为获取知识的捷径， 助你踏上
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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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自己动笔好

一次开会， 一位领导因出差， 从外地直接赶到会场。 会上， 这
位领导举起手中的讲稿， 坦诚地对大家说： “事前， 办公室给我准
备了一份材料， 我没有认真细看， 所以， 我还是就自己对这件工作
的所思所想， 谈点儿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 接
着， 他按照自己在笔记本上理的几条提纲， 条分缕析地讲了三条意
见， 语言简短朴实， 问题解剖到位， 措施切实可行， 在规定的时间
内作完了报告， 让人耳目一新， 赢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 大家反映：
“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简明扼要， 语言鲜活， 贴近实际， 指导性、 可操
作性很强的讲话了。”

然而， 我们身边有一些不喜欢动笔的领导干部， 习惯于屁股指
挥脑袋， 秘书决定思路， 无论大事小事， 还是大会小会， 没有讲稿
不讲话。 有时讲稿没准备好， 会议就要延期， 出现会议等材料的怪
状。 因为材料出自他人笔下， 起草人不知领导所思所想， 也无法像
领导那样站在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 只好绞尽脑汁地呆在机关里想，
关在屋里编， 钻在资料堆里刨。 这样闭门造车拼凑出来的材料怎么
会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呢？ 领导拿着这样的文稿在台上照本宣科， 朗
朗有声， 虽然看似一二三四， 甲乙丙丁， 颇有条理， 洋洋洒洒很有
文采， 但仔细一听， 却没有骨头， 通篇都是正确的废话， 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内容， 说与不说一个样。 这种 “打官腔”， 说教式的讲话，
老百姓听了厌烦， 广大党员干部也很反感， 于工作无益， 于事业无
补。

少数领导干部内心空虚不会说， 身子懒惰不愿写， 反映了学风
的不实、 工作的不实和思想作风的不实： 一是作风不扎实。 有的人
忙于应酬， 疏于学习， 荒于思考， 对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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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不甚了解， 凡事讲不出来个所以然， 只好照着上边的说； 有的
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不够， 对新情况研究不多， 对新问题分析不透，
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所以只好跟着别人说； 有的不愿动脑筋， 不
思考问题， 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不知道如何说。 二是害怕担风险。
怕字当头， 怕担风险， 怕负责任， 真话不敢说， 假话不想说， 批评
的话不愿说， “只好人家咋写我咋说”。 三是故意卖关子。 专心说套
话， 热衷于说大话， 认为这样做是有水平的表现， 因而以大话为高
深， 以空话为玄妙， 以说得大家都听不懂， 摸不着头脑为目的， 乐
在玩弄 “文字游戏” 之中。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负有重要职责，
在表态和讲话中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含义、 指向。 如果废话和空话
连篇， 不着边际， 群众怎么理解， 基层怎么执行？ 如果这种 “官腔”
成为一种风气， 上上下下都热衷此道， 那么工作就会陷入坐而论道，
无所作为之中， 长此以往， 会贻误党的事业， 损害群众利益。 因此，
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 “拿笔杆子是实现领导的主要方法”， 要
求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 “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 能写而不精的
要慢慢地精”。

领导干部亲自动笔， 用自己的话讲话， 首先有利于自身加强学
习。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这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
学习而后弥补不足， 学习而后明白事理。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各种新情况、 新问题、 新挑战在不断涌现， 对我们的工作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 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书本学习， 向实践学习， 向群众学习，
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技能，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其次， 有利于深入基层， 深入实践， 转变
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 毛泽东同志说过，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在与群众
的广泛接触中， 切实体察民情， 掌握第一手材料， 再通过深入思考，
把上级的精神与当地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 就能够发现成绩和问题，
总结经验和教训， 提出改进和推进工作的真知灼见。 三是有利于强
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 只要事事出于公心， 不存私念， 时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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