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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要办好 商量是个宝

集思录

对童书作家“进校卖书”必须拒之门外

画里有话 图、文/王 铎

一辆公车7个月内换8条轮胎

□赵 兵 张文君

“支书，差不多了吧，这议事会都开了十
好几个了，快把办法公布出去吧！”

“不急不急，再等等，听听村民们还有什
么想说的。”

“再议下去，工程开工快不赶趟了！”
“磨刀不误砍柴工，好事要办好，商量是

个宝⋯⋯”
在平山县西柏坡镇蹲点采访，梁家沟的

村干部“情景再现”地描述起村里“干大事”
前，在村干部之间经常会出现的对话。

梁家沟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快马加鞭，是
全省百个“美丽乡村”之一。发展红色旅游与
乡村振兴两步并做一步行，让梁家沟成了西
柏坡镇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村。这几年村里发
展旅游产业、整治村容村貌“大动作”不断，
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旧村整体搬迁和合作开
发建设西柏坡红旅小镇。

工作千头万绪，诉求家家不同，好事如何

办好？梁家沟村“两委”的“秘笈”就是——好
事好商量。也正是因为用好了商量这个宝，加
之党员干部作表率，工程事项公开透明，村里
从没出现过上访告状等群众不满意的情况。

“遇事同群众商量”鲜明地体现着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党的群众路
线，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党章
中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就包括“遇事同
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
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
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
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
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
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实践出真知，高手在民间，群众是社会实
践的主体，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遇事多
和群众商量，就是汲取智慧的宝贵学习机会，
只要诚心实意地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就会收
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明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
起震惊朝野的贪腐案，作案的主要手段是涂
改账册。为了堵住这个漏洞，朝廷曾一筹莫
展，最后还是民间有人给出良方，把易于涂改

伪造的汉字小写改成大写。这次书写形式上
的改革，对防治贪污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一直
沿用至今。封建帝王尚知广开言路、集思广
益，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初心、使命的共产党人
更应依靠群众、汇聚民智。

现实工作中，一些干部总认为自己做的
是好事，喜欢独断专行、替民作主，结果所谓
的“金点子”在基层变成了“馊主意”；还有一
些干部作风简单粗暴、蛮横霸道，强征强拆、
强推强派、强惩强罚是家常便饭，“通不通三
分钟，再不通龙卷风”，人为制造了干群矛盾；
还有的干部图省事、怕麻烦，只找自己信任的
少数人商量，“群众‘被代表’，商量走过场”。
凡此种种，都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有
违党的群众路线的做法。

《周易》中有言：“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大意是说商讨还没有达成共识，但矛盾已趋弥
合。和群众商量的过程，也是凝聚共识、推动工
作的过程，也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
程，即便一时商量不出办法，商量本身也可
能会解决问题。这样的商量，统一思想，消弭
分歧，是做好基层工作重要的方法之一。

实践表明，群众的满意度是与公开尺

度、民主态度和干部的辛苦程度成正比的。
在梁家沟，每件事在进入“四议两公开一监
督”正式决策程序前，都得开上十多次村民
议事会，最多的开过三十多次。有好多时候
都是头天晚上刚定好了的办法，第二天早上
就又推倒重来了。辛苦吗？麻烦吗？村干部们
说：事前图省事，事后准麻烦。

在梁家沟，我们看到，“商量”出了美观、
实用、自住和民宿“兼容”的新民居，“商量”
出了公平、公正、很有超前眼光的红旅小镇
入股分红方案。在后者的入股方案中，除人
头股、宅基地股这两项基本股，后加入“商铺
股”就是采纳了村民的意见，把占用村集体
公共用地资源情况也考虑了进去。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
水区，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的硬
骨头越来越难啃，需要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
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通过民主恳谈会、
民情通报会、社区议事会、村民决策听证会
等多种形式，有事多商量、遇事会商量、好事
好商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察民意、听民
声、聚民智，构建起党群干群“发展共同体”、
画出追梦奋斗的“同心圆”。

现 场 评 论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贾梦宇

近日，2018 年中国童书作家榜发布，但
“童话大王”郑渊洁却没有入榜，有网友因此
质疑郑渊洁童书的销量。对此，郑渊洁发文
回应称，并非自己没入榜，而是主动拒绝入
榜，并揭露榜上部分作家童书销量存在“猫
腻”，即通过进校园推销获得高版税收入。
记者调查发现，确实有作家存在进校园卖书
的情况，而且有出版公司策划人员将其总结
为推销书籍的成功策略。（据《北京青年报》4
月21日报道）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优质童书
是孩子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培养正确世界
观、价值观的良好途径。同时，一些知名童书
作家走进学校，举办讲座、演讲，也有利于提
高孩子们的认知水平，不失为一件好事。

然而，这样的“名家进校园”“图书进校
园”必须是公益的而非商业的。但现实中一
些童书作家名义上是进行校园演讲，实质上
是向小学生推销自己的图书，让公益性的校
园演讲沦为商业性的“校园卖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
校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
务等方式谋取利益。去年 10 月 11 日，教育
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禁商业广告、商业
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紧急通知》。
一些童书作家以进校园讲座等名义直接签
名或间接签名售书等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商
业活动，已经涉嫌违法。

为何童书作家“进校卖书”屡禁不止？一
方面，这些“进校卖书”活动，通常打着“公益
讲座”“阅读推广”的名义，而且与老师、学校
等配合，具有隐蔽性。另一方面，即便有充足
的证据证实，在这类活动中，校方或教师从中
获得了回扣，然而依据现行法规，相应的处罚
也不过是“通报批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等，并未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守护校园净土，为孩子们创造健康良好
的成长环境，必须将童书作家“进校卖书”拒
之门外。有关部门应加大惩戒力度，对放任
作家“校园卖书”的学校要予以严厉追责。
此外，对存在“校园卖书”行为的作家、出版
机构也应予以严惩。

2018 年 8 月，湖北省委第十巡视组进驻枣阳市，随机抽查南城财政所财
务报销凭证时，发现该所 2015 年至 2016 年频繁更换公车轮胎，且不能提供
相关佐证材料，涉嫌通过公车维修套取财政资金等问题。调查中发现，南城
财政所只有一辆公车，这辆车仅在 2015 年 2 月至 9 月就更换了 8 条轮胎。（据
中纪委网站 4 月 21 日报道)

如此频繁更换轮胎，堪称“车轮上的腐败”的一种新表现，相关部门必须
加强监管。

□张 博

4 月 23 日是第 24 个“世界读书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日发
布的第 16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
告显示，去年我国国民人均纸书阅
读量为 4.67 本，与 2017 年的 4.66 本
基本持平。读书能给我们带来什
么，我们该怎样对待读书？在“世界
读书日”里，让我们静下心来，对这
样的问题进行深刻、透彻的体悟和
认识。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通
过读书，我们得以与先贤今哲进行
穿越时空的对话交流，传承深邃的
智慧和伟大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
讲，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他的
阅读史，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取决
于其民众的阅读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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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读书学
习，“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
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
乐学”，深刻阐述了读书的重要意
义 ，给 我 们 上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劝
学”课。

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
重要，对于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
质、做好工作更重要。领导干部如
果不加强读书学习，知识就会老
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
就有可能贻误党和人民事业。通
过多读书，能够坚定理想信念、锤
炼道德操守，使自己保持健康的生活情趣和高尚
的精神境界。好学才能上进，善学才有本领。领
导干部坚持在读书中学习各方面知识，拓宽视
野，增长本领，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
盲、无知而乱的困境，解决本领不足、本领恐慌、
本领落后的问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读书，重在坚持。读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
出辛劳的过程，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
持之以恒、水滴石穿。马克思一生酷爱读书，细读
过 1500 多种典籍，记过 100 多本厚厚的笔记。由
于在读书时双脚来回搓动，他居然把大英博物馆
的地面磨出了深坑。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工作太
忙”绝不是放松读书学习的理由。“冬者岁之余，夜
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凡得空闲，皆可读书。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
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早在陕西插队时，习近平
总书记就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
圈 在 山 坡 上 ，就 开 始 看
书”。一个人只要有了读
书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

“要我读”为“我要读”，变
“ 读 一 阵 ”为“ 读 一 生 ”。
远离喧嚣、遨游书海，我
们 一 定 会 遇 见 更 好 的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