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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告要“静心”

党的十八大代表、电视新闻主持人印海蓉在大
会结束后的第一个打算就是：“回去后，静下心来好
好学习、认真领会十八大报告。”一名“在现场”的党
代表这般郑重地“表态”，不仅道出了学习十八大报
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针对性——学报告要“静心”。

毫无疑问，大多数同志对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
的重要性、必要性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并一定能

“好好学习，认真领会”。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要防
止出现有些干部静不下心来学习的现象。

不可否认，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事情多、工作忙，
难得有个半日闲暇，能够集中用于学习的时间的确
不多。但事情再多工作再忙也不能埋头拉车。其实
这种“静不下心来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懈怠之
故。还有人也不是不学习，而是蜻蜓点水、浮光掠
影，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在他们看来，文件翻过、课
听过，就算完成“任务”了。但走过形式、做过样子，
却不能静心在结合实际、注重理解上下功夫，显然不
可能学深弄通。

心境不静，则难于成学。“静心学报告”，就要进
一步明确学习的目的，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进行学习。忌自满情绪，忌浮躁心态，变“要我学”为

“我要学”，变“被动学”为“主动学”。尤其要在掌握
精髓上下功夫，认真研读十八大报告原文，原原本本

地学、仔仔细细地读、真真切切地悟。通过学习，既
搞明白我们“必须坚持什么”、为什么“必须坚持”，又
弄清楚“不能搞什么”、“为什么不能搞”，从而不断增
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
心。

“静心学报告”，就要在学以致用上见成效。毛
泽东同志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
更重要的学习。”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只有坚持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把学习党的十八大
报告同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大问题结合起来，同研究解决影响人民幸福的利益
问题结合起来，同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把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的
收获转化为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本领、工作思路和
良好作风。

“静心学报告”，需要领导干部发挥表率作用。
有一项调查表明，33.4%的党政干部每周读书的时间
仅为0~3小时，27.6％的党政干部为3~6小时。而大
部分同志很少读书学习的理由是忙于应酬，没有时
间。这显然难以做到“静心学报告”。因此，党员、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集中时间集中注意力，带头

“静心学报告”。应该明白，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静心
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
种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鲁 军

“干”是对十八大
精神最好的落实

登录网页，翻开报纸，部署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已
然成了各级党和政府的头等大事。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十八大是一次高举旗帜、
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它划定的中国未来发展
的道路，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
邪路，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前进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在这条路上，要建成小康社会，要实
现收入倍增，要建设美丽中国，要实现生态文明，要让
习总书记说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
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
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
好、生活得更好”的向往变为现实，就需要真抓实干才
能实现。否则蓝图再美，也不过是水月镜花，好看而
不中用，空谈而不顶事。

落实十八大精神，就是要把十八大创新的理论，迅
速地贯彻下去。让老百姓尤其是各级干部知道新在哪
里、好在何处、意义多大、价值几何，成为今后工作的指
导。正确的理论是实践的积累和总结，是对事物本质及
其规律相对正确的认识。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
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要让十八大发展、创新的
理论，走出专家学者的书斋，成为统一干部群众思想的
标尺，成为今后工作的指南。

落实十八大精神，就是要把十八大绘就的蓝图，
全面地分解开来。不管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反腐
倡廉、加强党建、改善民生，都要扎实实施、落到实
处。不能有所选择、有所保留，影响到既得利益的，就
缓行绕行，甚至原地不动乃至倒退。这方面先例不
少，有些改革项目只喊口号、不见行动，或者行如乌
龟、动若蜗牛，多年不见有实质性的进展，让老百姓徒
留失望。

落实十八大精神，就是要把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不
懈地付诸实干。老子说过一句非常结实的话：“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世间一切理论，最后都要归于一个“干”字。不通过
努力，通过付出实实在在的汗水和累其筋骨的辛劳，所
谓宏图，所为愿景，所谓理想，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这
也就是中央一再强调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原因。

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区别很大，基础有优有劣，任务
各不相同，这就需要各有重点。时至年底，年初的规划
完成没有，明年的计划如何确定，怎样才能服从于十八
大精神的要求，促进十八大目标的实现，恐怕都是十分
紧迫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除了“干”，还有别的什
么路径可以选择的吗？ 雷钟哲

对“俗”文化
请多些包容

“江南style!”，如果你不知它为何物便说明你OUT
了。由韩国歌星 PSY(也称“鸟叔”)创作的流行歌曲

《江南 style》现在不仅在韩国，甚至在全世界也掀起了
一阵狂流，PSY独创的“骑马舞步”也成为一种时髦，连
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也用它为自己的胜利庆功。在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等国家单曲排
行第一，诸多事例便能看出它现在究竟有多么的火。
而国内对《江南 style》的追捧并不亚于国外。短时间
里，网上便出现了中学生版《江南 style》、大学生版《江
南style》等不同版本。

尽管《江南style》和“鸟叔”颇受欢迎，但也有一些不
同的声音。日前，就有一位文艺界人士向笔者抱怨：国内
京剧、昆曲那么多高雅的东西没人追捧，别人那么俗的东
西，却趋之若鹜，真是让人想不明白。相信这位人士说出
了不少人的心里话。

一首歌，一个舞蹈，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不违背伦
理道德，有人喜欢，总不是件坏事。毕竟，艺术活动除了
用来表达创作者的情感之外，是需要观众的。至于“俗”
和“雅”只有品味之别，而绝无好坏之分。这就是艺术上
的无高低贵贱。另外，对于艺术活动，喜欢什么，为什么
喜欢，那是个人的自由，任何人都不能用一己之喜好来决
定他人之喜好。否则，如若对不喜欢的都加以限制，自己
显得霸道不说，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来看，这对文化
艺术的发展未必是好事。

而所谓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关系，也并非像想
象中的那样简单。“俗”和“雅”往往具有历史的相对
性。宋词相对于唐诗是“俗”，相对于元曲就是“雅”。
唐诗宋词相对于明清小说又都高雅起来。民歌永远
都是“俗”，历朝历代都有部分民歌俗得很，但这并不
影响民歌整体活泼的生命力。但如今，小说在现代影
视艺术乃至电子媒介的冲击下，也差不多挤进了需要
关照的高雅行列了。京剧和一切曲艺艺术都曾是当
年的“下九流”，“俗”的不行，而今天正是需要抢救的
高雅艺术。电影刚出现时，是现代工业社会大众俗文
化的艺术象征符号，今天在电视的冲击下，也常常以
高雅身份寻求保护了。况且，“俗”和“雅”也并非势不
两立。美国有麦当娜，也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俗文化
发达的地方，雅文化也同样发达。

当然，笔者在这讲对“俗文化”的包容，并非鼓吹“庸
俗”、“低俗”、“粗俗”、“恶俗”。“俗”也有高下之分。金庸、
古龙，那是“俗”之大家，也是艺术天才。当下国内的文化
界，确实是“庸俗”、“低俗”、“粗俗”、“恶俗”多了些，于是显
得俗不可耐了，“俗”得失去了文化水准。究其原因，自然
是歌痞、影痞、文痞多了些，歌星、影星、文星少了些，艺术
家更是缺乏。

针对当下“俗”文化的火爆，一方面固然不应“星空灿
烂”地胡吹乱捧，另一方面亦无须“世风日下”地痛心疾
首，特别应消除这样一种心态：您曾经因“雅”而红得发紫
从未觉得过分，而现在别人因“俗”而红一阵子您就嫉恨
交加，痛骂社会冷落了高雅，冷落了精华，甚至上纲上线
说民族文化如何濒临危境。

总之，谈到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艺术现象，往往各
有各的道理，各有自身的价值。西方谚语云“谈到趣味无
争辩”，真乃千真万确。文化之事，切忌以宫笑角，以白诋
青，爱吃川菜的不能强迫别人也必须喜欢辣，爱听京剧的
不能强迫别人只谈生旦净末丑。合十生物，同则不济，这
也是文化生态的金科玉律。 萧 寒

“中国式家庭医生”
值得期待

记者近日从桂林市卫生局获悉，刚出台的《桂林市城市
社区家庭医生式服务工作方案(试行)》规定，市民可免费在
居住地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健康医生团队中自由选择
家庭健康医生签约。今后，签约市民不出社区便能享受到
常见病、慢性病诊治，以及健康咨询和指导。（11月19日《桂
林晚报》）

经常看欧美影视剧的观众都知道，当影视剧中的主人
公生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去医院，而是打电话给自己的
家庭医生或者叫私人医生进行咨询，然后才决定是请医生
上门服务，还是去医生的诊所、医院接受治疗。经历甚至已
经习惯了“看病贵，看病难”的国内观众，看到这样的影视剧
情节，往往会羡慕人家老外看病可真方便，真舒服。

而桂林市推出的这一家庭医生式服务，虽然还无法和
欧美国家真正的家庭医生相提并论，但不管是从医疗方式，
还是从医疗程序上，都让人充满了期待。如果能够落实得
好，得到多数市民的肯定和欢迎，那么必将在多个方面发挥
积极的作用，让广大市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看病体验。

根据《方案》的规定，家庭医生式服务目前主要有两个
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全科服务团队+社区居民”模式；一
种是“全科医学团队+家庭健康医生+社区居民”模式。其
实不管是哪种服务模式，都把过去的医生坐等患者上门然
后提供服务，变为患者在家坐等医生上门，享受服务。

虽然受目前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实力薄弱的限制，目前
这种家庭医生式的服务，还只能限于妇女、儿童、老年人、慢
性病人、残疾人等特定的医疗群体，但是如果贯彻落实得
好，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类患者看病难的问题。而
且，因为这些患者在家庭得到了必要的救治，或者说接受了
健康和护理指导而减少了发病几率，也就相应了减少了他
们去医院求医问药的几率，客观上也缓解了各级医院的求
医人数，减轻了医院的工作压力。

而为了让这一新型的医疗保障体系能够发挥出更大的
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应该充实社区医疗机构的
实力，比如调配更有经验的医疗和护理人员，引进更加先进
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这样一来，就可以扩大家庭医生
式服务的诊疗范围和服务水平，让更多的患者能够享受到
足不出户就可以求医问药的便利。

其次，是要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式服务的优势和特长，在
对辖区居民进行疾病诊疗的同时，加大健康咨询和指导的
力度。去医院看病求医的时候，因为患者众多，医生往往三
言两语就把患者打发了，别说是得到一些健康咨询和指导
了，能把自己的病情陈述清楚就不错了。而家庭医生式服
务，由于是一个医生甚至是多个医生面对一个患者，就给了
患者更充分的时间和条件来咨询医生，接受指导。如果能
够通过这种咨询和指导减少疾病的发生，尤其是一些慢性
病的发病率，那要比提供诊疗更有意义。 苑广阔

梦想可以不“丰满”
现实不应太“骨感”

北京男子燕兆时为了200多名孩子不至于失学，辞去航
天工程师之职，成了一所濒临解散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当
燕兆时问五年级同学的理想时，孩子们回答是当啤酒推销
员、保镖和清洁工。燕兆时称，他们和城市孩子原本没有不
同，但由于环境问题，他们不敢想。（11月19日《京华时报》）

有句话叫做“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里面的
“心”，指的当然是“心中的梦想”。的确，对于每个人来说，
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梦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梦想不
仅是一种希望和期待，更意味着对人的指引、激励与驱动。
追求梦想的历程中，尽管可能无比艰辛，但这一过程中所获
得的历练与成长，却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事实上，现实或许“骨感”，但梦想不妨“丰满”。既然是
梦想，理应让想象力驰骋，并向内心深处去追索。现实中，
孩子们的梦想，也的确相当绮丽，并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
泽。相比城里孩子们的“伟大”梦想，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的
梦想，居然仅仅是啤酒推销员、保镖和清洁工。乍看之下，
这样的梦想，的确显得有些寒碜和卑微。

毋庸置疑，人的职业和职位可以不同，但在人格上却是
平等的。梦想本身同样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当科学家的
梦想未必就比推销员来得更形象高大，梦想当企业家也绝
不比清洁工来得更高级。不仅如此，梦想原本不必趋同，而
更应多元化，社会也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企业家。

一个幸福的社会，并不是每个人都去研究成功学，并追
寻功利意义上的“梦想”，而是能够真正去追寻内心的梦想。
一个充满爱心的孩子，完全可以把成为幼儿园老师作为梦
想，而不必非要去争当金融白领；一个喜爱大自然的孩子，也
完全可以把成为旅行家作为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梦想成
为啤酒推销员、保镖和清洁工，其实大可不必被视作梦想很
干瘪，对于打工子弟而言，能够努力实现自己眼中的梦想，不
仅是最值得尊重的成功，同样也是最值得分享的幸福。

当然，如果打工子弟们的“清洁工梦想”不是发自内心，
而是因“不敢想”，那么，这究竟植根于怎样的“骨感”现实，
值得关注。“没有人戴着‘出身’锁镣前行”，对孩子来说，梦
想应该是仰望天空，而不是被家境之类的裹挟。因而，社会
理应为孩子们的梦想插上“教育公平”的翅膀。

归根结底，梦想可以不“丰满”，现实不应太“骨感”。吴江

我们是否丧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
“你幸福吗？”注定是这一年的关键

词。虽说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各不相同，
但是，幸福有着共同特征，比如，安全感，
稳定感，和周围环境、氛围、人际关系的和
谐等。理想地说，幸福应该成为一种习
惯，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但在现实
中，幸福却离我们很遥远。是生活真的很
辛苦，还是我们缺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教学
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的各种
知识，但没有给予学生最宝贵的东西，这
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
的人，让每一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
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
久性、终极性价值。”

今天的学校教育，还没有将“幸福”列

入教学过程。许多和我们关系最密切、最
需要学习的东西，比如，感受幸福、和别人
交往、应对挫折等，都不是学校教授的内
容。与此同时，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却日渐
突出，而相应的应对措施并不完善。教育
部“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研究”课
题组对我国东、中、西部10个城市开展的
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显示，有48%的学
生回答其所在学校开设了心理咨询室，
24%的学生回答学校没有咨询室，28%的学
生回答不知道学校有没有心理咨询室。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2011 年 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教育部
组织了全国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课，以

“幸福”为主题，教育孩子们感受幸福，体
验幸福。显然，这堂时长仅一个半小时的

“幸福课”并不足以教会学生幸福，“幸福
课”本应贯穿在整个学校教育的始终。

也许很多人会反驳，现行的应试教育
制度，何谈幸福？教师的幸福感都没有保
证，又如何让学生幸福？学生的学习任务
尚且繁重，哪还有时间奢谈幸福？其实，这
样的反问，本身就是一种消极情绪。这无
异于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应试教育

“毒害”孩子，而束手就擒、无能为力。最可
怕的敌人就是对一切事物的消极心理，其
实，在幸福教育上，我们并非无计可施。

我认为，对于“幸福课”应避免陷入简
单、片面的理解。一是避免将“幸福教育”简
化成“苦难教育”，贾樟柯在他的电影手记

《贾想》里说，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
“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也是获得话语权

利的资本，“没有苦哪有甜”似乎已经成为我
们对“幸福”的固化；二是“幸福教育”和“升
学考试”并不矛盾，感受幸福、追求幸福并不
等于有意地去避免生活中不快乐、不幸福的
事情，相反，而是要承认生活中存在着一些
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积极地去应对。

感受幸福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它是一种积极心理学。“幸福课”的内容应
该是丰富多样的，它更是一门关于情绪管
理的课程，可以涉及如何清晰地说出自己
的感受，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如何在课堂
上表现良好，如何获得健康的身心，如何
排解心中的不快，如何获得友谊等。作为
育人的地方，学校无论如何都要为学生根
植“积极的心理”，感受“幸福”的教育，我
们的确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胡波

中国人不爱租房是被户籍制绑架？
“中国式”已经成为网络的流行语言，有“中国式

过马路”、“中国式接送”、“中国式微笑”、“中国式好
人”等等，面对高企的房价，又有人发出了“中国式买
房”这样的感叹。“中国式买房”被认为有以下的特
征，“中国式购房者历来是重‘买’轻‘租’的，这也会
导致市场供应、需求结构的畸形，而且往往很多置业
者喜欢一步到位，尤其是对于年长的购房者来说，这
种想法更为偏重。”（11月18日东方网）

中国式购房者何以重“买”轻“租”？面对高房
价，国人并不是不想租房，而是在租与买的对比中，
买比租合算。本来，有廉租房可供选择，但是廉租房
的投入严重不足。更有甚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0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称，在16个城市去年开工
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出租2.97万套，其中，有4407套
廉租住房被违规租售或另作他用，有4247套廉租住
房被分给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就算这些廉租住房
都公平分配，也是杯水车薪。大多数国人只能去房
地产市场上租房，对比廉租房租金，市场上的房租实
在太贵，付出租金不如去交按揭。如果可以付得起
首付，用租金替代房租，在二三十年后，房子还是自
己的，显然买房更合算。

重“买”轻“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当前的
户籍制度。买房成为很多外地人取得一个城市户口
的途径。户口带给中国人太多的无奈。当一个外地
人因为没有户口遇到子女上学的种种问题；当一个
外地毕业生想结婚，人才市场却要求必须拿房产证
才能取出办理结婚证必需的户口卡；当一个外地人
因为户口不在本地，他的医保卡在当地无法使用时，
户口就成为每一个想要结婚的年轻人无法回避的现
实。当房子与户口挂钩，户口又连着教育、婚姻、计
生、医疗、养老等等时，在租与买之间，“中国式买房”
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正是由于房子通过户口从多方面绑架了国人，
国人在买房时，不得不综合考虑种种因素，对于一套
倾全家之力买下的住房来说，一步到位已经“精疲力
竭”，有谁能经得起几次折腾？曾经有丈母娘推高房
价的说法流行，其实对于年长的一辈人来说，户籍观
念在他们的内心根深蒂固，让女儿住上婚房自然是
她们的首选。

造成“中国式买房”的因素很多，但是如果不
打破户籍壁垒，退而求其次的廉租房只是画饼充
饥，“中国式买房”将长期成为一道中国式的“风
景”。 陈王伟

可怜费可怜费
潍坊市安丘一38岁男

子驾驶农用旋耕机发生事
故意外身亡，尽管其生前
在中国平安投保了每年
4000 元的人身意外保险，
但出事故后其家人却遭遇

“索赔难”。家属表示，平
安保险先是说死者驾照不
符，而后又说手续不全，最
后连“传真上的章不是彩
色”都成为理由，事发至今
40 余天过去了，平安保险
仍拖着未予处理。周某称
平安保险迫于影响不好，
便派工作人员到其家中慰
问，并称当事人不符合赔
付条件，顶多给部分“可怜
费”。“我们不需要可怜费，
既然入了保险，按照正常
程序走的话你们该给赔付
多少钱就赔多少，可怜费
我们一分不要。”周某称当
时业务员承诺赔付 14 万，
但保险公司领导并不承认
有此事。焦海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