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李烜 15新闻热线 2151666

念白勺·杂谈

声明 ：本报
《念白勺·杂谈 》
版 倡 导 百 家 争
鸣 ，所有言论皆
为一家之言 ，不
代表本报立场。

投稿邮箱：
C215166609
@163.com

一言一语

真正的心灵鸡汤
莲都 何益林

� � � � 当今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
时代 ，群众的思想 、观念 ，接受知
识的来源和渠道，都在飞速发展，
公众认知水平不断提高， 不容易
被忽悠。 比如于丹炮制的“心灵鸡
汤 ”，前期广受欢迎 ，后来不断受
人诟病， 直至在北大演讲时被学
生轰下台。

在这个个性化思维越来越凸
显的时代 ， 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
“心灵鸡汤”是否还要煲？ 如何煲？

对这样的问题 ， 我的看法和
答案都是肯定的， 那就是美妙的
鸡汤要煲，但必须接地气，要符合
大众的心理和胃口。 煲鸡汤的人
必须是一个好 “厨师 ”，有一颗美
好的心灵。

笔者以前在机关工作时 ，老
上级里有一位副局长， 他几十年
工作兢兢业业，为人正派，心口如
一，生活上也非常节俭。 但单位里
也有不少人不理解他， 说他不懂
得做人，太过严格，还有人不愿意
随他一起出差，认为和他同行，生
活上太苦。

几十年过去，现在回过头看，
我觉得还是他过得最好。 人到晚
年， 这位老上级越来越受到大家
的尊重，许多人谈起他，依然心怀
感激。 大家认可他的一身正气，认
可他的清正廉洁。

前几天我又一次遇到他 ，谈
起往昔的工作， 老局长的一番话
让我感慨万分：“只有从严要求自
己 ，努力工作 ，不贪不占 ，回家才
睡得心安！ ”仔细品味这话，我觉
得就是他精心烹饪了几十年的好
鸡汤，虽没有豪言壮语，但美味实
惠。

所以， 已经成为公务员的人
们，一定要努力加强学习 ，在平时
多喝真正的 “心灵鸡汤 ”，不喝社
会上的 “毒酒饮料 ”，平时工作中
要严格要求自己 。 只有这样 ，人
生的道路才会走得坚实且心境坦
然！

移风易俗过大年
莲都 吴昭立

� � � � 在缺衣少食的年代 ，有 “过
年难， 过年难， 过年如过关”之
说。 如今，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
可到过春节时 ，也有人遇到 “过
年难”的问题。

说起如今“过年难”，归结起
来有“三难”。

其一是吃请难应付。 每年的
年初一到元宵节，不少人得应付
吃喝 ，请吃不去 ，说你摆臭架子
瞧不起人 ，不请人吃 ，说你小家
子气。 过年吃得翻肠倒胃，不仅
铺张浪费 ， 而且既伤身子又伤

神。
其二是送礼难煞人。 正月

到亲朋好友家拜年、 串门，必
须带点礼品 ，礼品轻了 ，面子
过不去， 要是送得贵重一点，
经济又负担不起。

其三是压岁钱出手难。 按
照我国传统习俗，过年要给孩
子包压岁钱，本来只是图个吉
利“意思意思”，如今却成了互
相攀比的显摆。

过年时，亲朋好友间正常
的吃请、赠礼、包压岁钱，无可

厚非。 但若不量力而行，攀比、摆
阔，就必须克服之。 党的十九大作
出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风行动”的重要部署，我们应积极
响应这一号召。 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要带头执行有关移风易俗的
规定，在过年时，旗帜鲜明地做好
榜样。 作为普通百姓，一定要做到
“穿衣吃食量家当”， 不搞不正常
的“礼尚往来”。 党群干群共同努
力， 定能以文明之风刮走庸俗不
堪的 “过年难 ”，过上一个快乐而
轻松的春节。

春节“考卷”，怎么答好？
市直 一言

� � � � 每逢重要节点 ， 必有作风
“大考”，这已是常识和常态。 从
元旦、春节到“五一”、端午，再到
中秋 、 国庆……年年岁岁节相
似，岁岁年年的“考生”和“考卷”
也没什么大不同。 对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可谓久经
“考场”， 又都是常考的题目，只
要当回事，理所应当拿高分。

但偏偏有人不走心，硬生生
把“送分题”答成了“失分题”。 元
旦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 6 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问题，这次的“典型”包括违规公
款吃喝 、违规接受宴请 、违规收
受礼金购物卡 、 超标准公务接
待、 操办婚宴违规收受礼金、借
公务差旅之机公款旅游等。 左看
右看上看下看 ，都不是什么 “新
鲜事”，何以“仍有少数党员干部
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 ， 心无敬

畏 、 行无规矩 ， 不收敛不收
手”？ 从深层次原因看，还是思
想根源没有转变， 自诩聪明，
以为 “同流” 势大、“合污”无
妨，以为行为隐秘、组织不知。
殊不知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
莫为 ，但凡敢伸手 ，总有曝光
时。 勿谓言之不预！

能否彻底遏制 “节日腐
败”，检验着作风建设的成效，
关乎人民群众对持续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信心。 监督执纪
者应对准焦距、 找准穴位、抓
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
光”。 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把红灯亮在越矩前，将警钟敲
在板子前。 针对当下习焉不察
的潜规则依然存在、“拿张卡、
吃顿饭是小事”的心态仍未根
除的状况 ， 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驰而不息、强化震慑，防止

破窗效应， 以小惩大诫实现治病
救人，避免小错酿成大祸。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
党员干部清廉正派为人处世 、行
使权力，不能全靠外在监督，最根
本的还得靠内心正直、自身过硬。
远观近察，历史上、现实中多少贪
官污吏， 皆因面对诱惑守不住初
心、面对围猎守不住防线，教训深
刻，不可不鉴。 每一名党员干部都
要有不忘初心的坚守， 切不可抱
有侥幸之心。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
作风建设是不能丢也绝不会丢的
金色名片。 对全党来说，在革命性
锻造中淬火成钢， 需要一路强化
不敢腐的震慑、 扎牢不能腐的笼
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而对广大
党员干部来说，能否答好“考卷”，
关键在 “心 ”———心中有党 、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我是“配齐”
2019 年春运 ，VR 导航 、 “聪明厕

所”、“无人餐厅”、 智能机器人……时
下最流行的科技元素在中国铁路陆续
亮相。 套用时下的网络流行语， 啥是
“佩奇 （配齐 ）”？ 就是 “智能+”给你出
门配齐了“装备”，让你“炫酷”出行，从
容回家。

新华社图

核心观点

党员干部清廉正派为人处世、行使权力，不能全靠外在监督，最根本的还得靠
内心正直、自身过硬，要有不忘初心的坚守，切不可抱有侥幸之心。

核心观点

美妙的心灵鸡汤要煲，但必
须接地气，煲鸡汤的人必须是一
个好 “厨师”， 有一颗美好的心
灵。

核心观点

过年时，亲朋好友间正常的吃请、赠礼、包压岁钱，无可厚非。 但若不量力而行，
攀比、摆阔，就必须克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