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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
□ 邱华锋

日前闭幕的第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该方案指
出，要深刻认识深化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
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
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切实提
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众所周知,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
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十八大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
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同样，作为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民营
企业，在需要外部提供更宽松的“准入”环境的
同时，也需要在内部进行结构优化和制度改革。
简而言之，我们民企也需要“改制”。

民企要发展，不能忽略环境已经发生和正
在发生的变化，更不能一味地看中“准入”环境，
什么赚钱，我们就做什么。这边看国企赚钱了，
我们也要跨入该行业的门槛。其实，民企更需要
从内部结构入手，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利
益。只有找到了自身存在问题，才能有利民企更
好更快发展，才有利于民企成为百年长青企业。

如何才能引导民企“改制”？本人认为，“改
制、改制”主要还是得从制度下手。

首先，完善企业制度体系很有必要。近年
来，民营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保障度和生活
幸福度较低，逐渐不被劳动大军所接受。大学毕
业生潮水般涌向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
业；连农民工也开始挑剔老板的为人处事。这就

如同改制前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政企不分、多
头管理、出资人不到位、责任人不落实、发展战
略模糊、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一样，狭缝中生长
出来的民营企业也较普遍存在家企不分、财资
不分、股东虚设、责任人不落实、发展战略投机
化、员工福利保障差等现象。目前，和谐社会、科
学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生活、全球一体化等新
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使得以善于抢抓市场机
会和低成本竞争的传统民企生存模式遇到挑
战，民企自身内在运营管理机制和手段必须与
时俱进。只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
上帮助实现企业的长久发展。

其次，要在制度管理上下功夫。民企有了完
善的制度，但如果没有认真执行，那么制度便成
了摆设。这说明执行制度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制
度一经制定，企业内所有人员都应该严格执行。
一家人人都严格执行制度的民企，必然不会出
现前文中所述的家企不分、财资不分、股东虚

设、责任人不落实、发展战略投机化、员工福利
保障差等现象。尤其是企业的领导，更应该以身
作则，为员工树立良好的榜样。当然，制度执行
过程中，由于社会发展或环境变化等原因，早前
制定的制度已不适宜民企发展时，企业应及时
作出调整，修订和完善制度。

最后，制度管理中要注重细节。有别于国企
改制，民企的内部“改制”主要涉及的是企业的
切身利益，这需要更精细的设计思路、更扎实的
基础工作，更持续的努力投入。换句话说，抓住
细节，从自身找原因，这更有利于民企的健康发
展。民企需要的是一个装备精良的团队，而不是
哪出问题，就去扑火的救火队。要善于发现问
题，在问题还没恶化成民企困境之前，寻找出解
决的方法，并制定系统的档案以备不时之需。从
细节中看问题，有利于民企的制度管理，更有利
于民企的“改制”，优化内部结构，促进企业的有
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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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也需要“改制”

小说《大道地》以江南农村风雨变幻的六十
余年历史变迁为主线，通过描述祖三代人从土
地革命、合作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
开放 3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跌宕起伏的生活及
感情经历，表现了江南农村的全面变化。

小说第十章开篇写道“世界很大，大得无边
无际，有时又很小，就譬如筛子里沙土中的两颗
白石子，滚着动着，说不定就凑到一起了”。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亦犹如穿梭在时空隧道里的
两颗小石子，不断碰撞、摩擦，以至于在产生幽
幽回音之余，也擦出了令人眩目的火花。我想小
说《大道地》就是让我看到了在平凡的土地上刮
射出来的不平凡的火花，让我们在惊叹之余，留
下满地的感动。

小说作者有十年的插队务农经历、将近半
个甲子的农业农村工作经验，长期走在农业问
题研究和农业政策制定的前沿，对我国农村变
革演化具有全景式的理解，我想这是作者取材
农村的最直接原因。此外，也正是作者长期在与
“三农”打交道过程中所积淀的深厚情怀以及对
广大农民致富增收奔小康谋幸福伟大探索的赞
叹与肯定，才会用以深刻隽永的思想内涵和质
朴无华的书写语言相结合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
者一部如史诗画卷般的小说。

整部小说，可谓一气呵成。所以，我的整个
阅读过程也是一步到位，等看完最后一页合上
书本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良田与雨露相依
相偎，面朝大海的波涛汹涌，两颗心却宁静交织
在一起时的恬淡、从容与幸福。在那如诗如画的
场景中，既让我看到诗人海子笔下“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达观与知足，也让我感受到了“执
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温情与幸福。当然小说展
现出来的张力绝不局限于个人情感方面，我个
人认为它很好的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相互结
合。

一是宏观历史进程与微观个体心路历程的
结合。读完整本小说，首先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发生在我国农村大地上的
众多变革，其中有曲折、纠结、崎岖、煎熬以及迈
向顺畅的整个过程，并通过良田、阿望以及冯志
桐等人物形象展示出来的在整个历史变革中的
不同声音。可以说，整部小说以宏阔的手笔和史
诗般的构架挥写了三代平凡农民在追逐幸福生
活路上的平凡却又曲折的历程，其中的痛苦挫
折与欢欣快乐交织叠构，全景地展示了在诸种
时代变革冲击面前平凡人们的困境与选择、焦
虑与希望以及徘徊与奋进，从而给了在迷茫中
的人以启示和激励、希望和信心。

二是理性思量与感性描述的结合。作者凭
借多年来的阅历积累和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体
验，在书中用成熟流畅的笔触刻画了处在时代、
地域、性格和冲突等交叉下的人物形象，叙述了
各色人等在时代变革里的不同人生际遇以及在
不同历史条件下，基于个体理想而做出的致力
于增进个人福利的行为选择，并由此冷静处理
展现出来的人生百态。可以说，作者一方面通过
对个人面对时代的无力与无奈的刻画，展示了
时代大背景对人行为的种种约束；另一方面又
通过描绘个人在时代面前的勤奋与克制，以及
为真理和事实辩护的希望与光芒，从而向我们
展现了一种土地般坚韧平实的生活态度，以及
在此生活态度指引下的诸种细腻深刻、波澜起
伏却又朴实平淡的感情画面。让我们在阅读中
明白在面对挫折与失落时，最重要的是别丧失
对生活的信心与对理想的追求。

三是代际之间关怀敬爱与冲突对碰的结
合。小说以舒展的方式描述了老中青三代人追
求理想、锐意执着的家族奋斗历史，虽然小说结
尾处给读者们展现的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
面，但事实上在那方圆土地上却始终回荡着三
代人之间爱恨交织、争论、怀疑的复杂情感，所
幸小说最终抛开弥罩在亲情之上的种种迷雾，
将友情的美好以及爱情的温馨等等注入到亲情
的爱心湖中，绘出了一幅让读者看来圆满、欣
喜、充满憧憬的真情画卷，宁静广大读者的心，
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书林一叶 ■莫逐尘

我读《大道地》

雷锋，这个谁也不陌生的名字。或许，他助
人为乐的事迹，人们已经记不清楚，但是，他的
形象和精神历经岁月变迁，仍然在我们心目中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多年后的今天，雷
锋精神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道德意象，一种精神
信念和价值追求的象征。

六年级的我，对雷锋叔叔的事迹并不陌生，
每每学习了解到他的不朽事迹，心底总能油然
产生出一种敬佩之情，浑身充满了满腔热情的
力量。今天，再次听到雷锋叔叔的名字，顿觉得
雷锋精神蕴含着超越时间年龄的价值，拥有着
能够引起一代代人心灵情感共鸣的神奇力量。

雷锋叔叔似乎是个对孩子有着魔力的人，
每每他的出现，总会带给孩子们崇拜与喜爱，我
也一样。每当在电视镜头、书本插画中看到雷锋
叔叔那张和蔼可亲的笑脸时，我也会学着他的
样子笑一笑。雷锋叔叔，幼年失去父母，生活饱
受艰辛却乐于助人。我了解到的雷锋叔叔，似乎
对孩子特别地有感情。五月的一天，雷锋叔叔冒

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车，早晨 5 点多就起
来，带了几个馒头就披上雨衣上路了。路上，看
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孩，还领着一个小女孩
也正艰难地向车站走去。雷锋叔叔见状便脱下
身上的雨衣披在大嫂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他
们一起去车站。上车后，雷锋叔叔见小女孩冷得
发颤，又把自己的贴身线衣脱下来给她穿上，还
把自己带的馒头给她们吃。一个诚心善意呵护
帮助孩子的年轻叔叔，我想，他的心地一定是非
常善良友爱的。

雷锋叔叔曾说过一句话“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他一直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兑现着这句话，把它时刻揣在心里，
时刻不忘。他曾无数次参加义务劳动，可却毫无
一人知道他的名字，做好事不留名成为了他的
习惯。可是大家都记住了他的形象，他的品质在
人们之间传颂。所以，做好事留不留名并不重
要，只要内心真善美，自然而然会成为榜样和模
范。当我们每次做了好事时，何不也这样来问问

自己的心呢？
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善意的

谎言”，似乎成为了雷锋的一种标志。为了能够
让一位大娘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帮助，他以顺
路的“谎言”，带病背着一个孩子跋山涉水几经
艰险，冒着大雨将两人送达几十里之外的村庄。
他没有喝茶，没有更衣，甚至没有片刻休息便不
辞而别。这就是伟大的雷锋精神啊！还有一次，
一位大娘在火车站把车票遗失了，雷锋叔叔毫
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票给了大娘，还声称找到了
票。这一次次的谎言有谁会认定说是恶呢？这个
世界有太多的欺骗，太多的谎言笼罩着我们，如
果人人能将谎言化为善意的动力，或是不说，该
是多么多么美好啊！

雷锋还是个格外省吃省喝的人，一瓶汽水
舍不得喝，一双袜子舍不得买。有人说他吝啬，
说他小气，而说这些的人，我只会还给他两个字
“愚昧”。面对战友的给予，为何他从未要过。而
当他得知某地灾区有难，战友家属有困难时，他

总会毫无己私地给予金钱，甚至是积蓄很久很
久的收入。金钱在他眼里或许早已失去地位，他
的这一切所作所为，仅仅是为别人想得多，为自
己想得少罢了。在面对灾区同志的要求把钱退
还给他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党就是我的家，
人民就是我的家人，我把钱捐给家人，自然是理
所当然。”这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回答啊！是啊，
如果人人能把党，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把人民
当成自己的亲人，这个世界还会有这么多不公
吗？还会在别人需要给予时，说不吗？

1962 年 8 月 15 日，英雄雷锋死于非命，他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时间。可是，他的名
字、他的形象、他的精神，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
心中，乃传至千秋万代。

雷锋没有过时，社会需要雷锋精神。让我们
一起呼吁，把雷锋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身边！此
刻，我仿佛感觉到，雷锋精神正在温暖着我们的
世界、灿烂着我们的生活。

（本文作者系集团办公室黄雅红之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到了
一年的清明时节，这个传统的祭祀日子勾起了
我内心深处那深深的思念，想起了我那慈祥、严
肃、坚毅、任劳任怨却离开我们整整四年了的老
父亲。

父亲是我的骄傲和偶像，因为他曾经是一
名名副其实的军人，从小我就是听着他的故事
长大的。一九五一年三月，父亲还是一名热血青
年，就和现在热播的电视剧里描绘的许三多的
人物形象一样，他积极响应“保家卫国 抗美援
朝”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投身于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伴随着志愿军军
歌，父亲去了朝鲜。

在朝抗战期间，生活艰苦、环境恶劣，他和
无数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一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经过无数次浴血奋战，赢得了军威和国威。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
国军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战争的停战协

定，至此，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
在部队中，父亲立过战功，受过嘉奖，女儿

手中的那块军功章，静静地沉淀着那个年代父
亲的那段青春岁月。一九五七年四月，父亲又响
应国家的号召，回家务农。

从此，父亲起早摸黑，开始和农活打起了交
道。父亲不仅白天要干农活，晚上还要摇着渔
船，拿着渔网去河里面捕鱼，以换取一些钱来补
贴家用。每当农闲的时候，父亲还会做一点小生
意，夏天卖过冰棍，冬天挑过布鞋叫卖。由于父
亲的辛勤劳动和付出，自我懂事起，父亲从来没
有让我们饿过肚子，也没有打骂过我们五兄妹。
那时候，生活条件普遍不富足。我们一家七口，
五个小孩，生活更是艰苦。为了供养我们，父亲
的艰辛和付出可想而知了。

最让我难忘的事是，父亲为了我的学业，发
了最大的一次“脾气“。那是我初二那年，因为对
书本不感兴趣，我有些不愿意去学校读书。父亲
知道后，脸色铁青，大声呵斥我必须去学校读
书，并下“命令”绝不能半途而废，他还亲自把我

“抓”到了学校老师那里。正由于父亲的坚持，我
读完了中学。现在想来，是特别地感谢父亲的
“严厉”。

转眼数十年，我们五个兄妹都已成家立业，
父亲却是满头白发，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渐
渐地，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在经过一
次大病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尽管多方
医治，却毫无起色。整整三年，父亲就是在病床
上躺着过的，他没有被病魔折服，每天依然保持
着乐观的态度，不让我们为了他而耽误工作。享
年八十四岁的父亲，安静地在一个午夜里离开
了我们。

父亲走了，走得是那么坦然，却也留下了我
一生的自责和遗憾。父亲走的那一夜，我因为工
作原因在公司值班，没能见上他老人家最后一
面。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带着父亲爱喝的黄酒
和小菜去拜祭他，跟父亲说说自己工作和生活
的情况。希望父亲可以原谅这个儿子没能在最
后一程守护着他，但是我却真的很想念我的父
亲。

两代之间 ■汪水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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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忆父

学生习作 ■高桥小学 608班 汪洋

永不磨灭的雷锋精神

史海拾贝 ■金花花

资源有效管理
清朝乾隆年间，“男妇半习嬉游，不事工

作”是江北地区的一大传统，而“凤、庐、颍、
泗等府州为尤甚”。当地的百姓把主要时间
和精力都放在了“嬉游”一类的寻欢作乐上，
根本没尽心尽力干农活，以至于该地区虽然
土地广阔，但田亩土色不能肥沃，地里麦子、
豆类等庄稼一概萎靡不振，长势一般。更奇
怪得是本地百姓生活并不宽裕。

时任两江总督的那苏图大人在一次经
过安徽凤阳、庐州等地时，发现这个问题。那
大人动了心思，下了轿子直接奔到当地了解
实情。那苏图打听到，原来民间一贯有“望天
收”的俗谚。百姓不好好种地，不是那块地方
风调雨顺不用花费心思就能年年丰收，也不
是因为当地人东跑西颠忙着做生意挣钱，而
是因为“该处地土广阔”。既然家家户户都有
用不完的土地，于是扬手撒种，坐待收割，打
心眼里就没琢磨过怎样开展精耕细作，提高
土地使用效率，像灌溉水利、修筑堤坝、春夏
耕耘、储粪施肥一律没人操心。庄稼不好，责
任肯定在人。那苏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乾
隆皇帝详细汇报，称江北一带农田尚可，之
所以收成不好，症结不在土地，在人。

其实，那大人不知道他的发现并不新
奇，此前已经有人向乾隆皇帝汇报过类似的
问题，只不过地点不在安徽，而在河南。

一年前，河南巡抚尹会向乾隆帝奏报，
同样种一亩地，北方的收成以斗计，南方的
收成却以石计（1 石 =10 斗）。考虑到环境的
差异，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差距何至
于如此之大。此后，尹会深挖根源，发现凡是
家里有少量土地的，种起粮食来都能丰收，
凡是人均种植面积大的，多半种得多却收获
少。南方的粮食亩产量高，根本原因在于地
窄人稠、土地资源严重紧缺。

根据两位大人的奏报，乾隆皇帝来了个
釜底抽薪，推行人均耕种土地不得超过 20
亩的政策，彻底消除百姓靠天收的物质基础
和心理依赖。这样一来，百姓都积极主动地
投入到精耕细作的大军中去，完全不需要设
置一堆相关部门成天忙着催、查、办。省下来
的土地还用以种树或养猪，一片物质丰裕景
象。如此，乾隆皇帝不费脑筋轻而易举地解
决了江北地区“望天收”问题。

300 年前的两则故事放在今天仍有着
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社会上一些占尽
资源的群体始终或明或暗地对“望天收”不
离不弃。其实，资源太多并非是件好事，多花
些心思在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资源上，比拥
有甚至占据丰富资源的更能带来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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