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谈

□盛人云

每年春节，给孩子压岁钱，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寓意
“压住邪祟”。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压岁钱的传统寓
意渐渐走样，大人们拼面子发压岁钱，孩子们也开始比
谁拿到的压岁钱多。压岁钱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甚至上
万，这笔钱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孩子来说，无疑是
一笔“巨款”。因此，春节过后，“压岁钱如何用”，成为家
长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问题。

清朝诗人吴曼云在《压岁钱》一诗中说：“百十钱穿
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
夜忙。”如何管理和使用压岁钱不是小事。那么，压岁钱
究竟应该如何用？一些家长采取直接收缴到自己手中
的办法，结果往往弄得孩子与父母闹别扭、发生冲突，同
时也错过了对孩子十分重要的教育时机。

窃以为，“压岁钱如何用”蕴含着家庭教育的良机，
利用压岁钱来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对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要向孩子讲清楚，压岁钱虽然蕴含了长辈对
孩子的关爱和祝福。但压岁钱并非孩子的“私有财产”，
它们与拜年礼相辅相成，很大程度上是父母支出后的一
些“资金回笼”。因此，春节过后将压岁钱上缴“家库”，
应该少一些别扭和不服气。家长也可以说明，这些压岁
钱暂时收缴“家库”，将来可以用在为孩子交学费，或者
根据需求添置学习用品、购买课外读物及益智玩具上。

其次，可以借此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家长可以运
用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指导孩子买红利或保险，或者
到银行以孩子的名字开立一个活期账户，给孩子一定的
自由支配权，借机教孩子一些理财小常识，让他们知道
在不能乱花钱的基础上，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积累财
富，让孩子明白积累的重要、投资的快乐。

此外，家长还可以利用压岁钱来浇灌孩子内心善
良、温暖的爱的种子。比如，可以教育孩子利用压岁钱
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购买节日礼物或生日礼
物，以增加亲情，培养孩子的孝心；还可以为贫困落后地
区的小朋友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帮助失学少年儿童上学，
开展一帮一活动等，培养孩子助人为乐的精神等等，以发
挥压岁钱的亲情互动功能，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育。

压岁钱如何用？

辣语

纵论

□李振南

城市规划是指导城市发展建设的蓝
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考察一个城市首
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
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事实上，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城市
或多或少存在马路拉链、千城一面、建筑
短命、重地上轻地下等“城市病”。避免出
现此类现象，关键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规划
失误率，从制度上杜绝城市规划的随意性
和盲目性，通过创新规划理念，改进规划
方法，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实效性，维护规
划的权威性、严肃性，减少失误，杜绝折

腾，确保规划能“一张蓝图绘到底”。
当前，我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

过 60%，在这种背景下，加上城市规划本身
的系统性、复杂性，使得今天的城市规划
工作尤为不易。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
其磨砺，始得玉成。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指出“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
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
强化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这无疑
为我区下一步城市规划指明了方向。

城市并不是钢筋水泥的板结，而是历
史温情和现代便利的有机统一。我们在
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塑造有地域特征、民
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城市风貌，保护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街，延续城市历史文

脉，合理布局学校、医院、文化、体育、商业
等服务设施，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交通拥
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城市病”，让城
市真正成为人们的身心安顿之所。

有句话叫“规划规划，抵不过领导一
句话”。防止这一情况，一方面，要广泛听
取意见，不能害怕质疑和反对。有质疑和
反对不可怕，认真分析这些质疑和反对是
否有理有据，有则改正、无则加勉，最终才
能做出最有利于百姓、有利于长远发展的
选择。另一方面，还要建构起更为精准的
责任追究机制，用倒查追责的方式，督促
领导干部建立正确政绩观，不慕虚功，敬
畏权力，提高科学决策力，强化规划的战
略引领和刚性约束。

城市规划应该“一张蓝图绘到底”

自由谈

□洪乐风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就深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
攻坚战”。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
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向更高质量发展，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短期和长期”“减法和
加法”“供给和需求”四个重大关系，尤为紧
迫。

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
逻辑，必须明确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
盾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周期性、总量性
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
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对此，广大干

部已有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本轮调控取
得的实质性进展也正源于此。但是，在具
体的战术执行层面，如何因地制宜、拿捏好
主攻的重点和难点，仍存在一些认知误区
与实践偏差。

比如，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有
的地方“放”得比较好，服务意识也在逐步
跟上，可是“管”的分寸却不明晰。到底哪
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管要管到什么程度，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边界在何处，都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其实，政府作用不等于行
政命令的简单下达，“看得见的手”要尊重
市场规律，把“改革”“政策”“规划”“法治”
四张牌组合好、打出效率与章法。

又如，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我们常说，
战略上的持久战要坚持稳中求进、久久为
功，战术上的歼灭战则要注重实效、步步为

营。但在具体的工作中，有的地方顶不住
短期的阵痛，受不了局部数据的波动，便又
对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心怀不忍，甚至
为一己政绩大搞“统计注水”。对此，不仅
要鼓劲承受阵痛，更要激励大家在培育新
动能上下功夫，找到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
之处，从而让新的“增长点”早日取代旧的

“阵痛点”。
再如，“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去

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讲究的是“减法”。可
现实中，有的地方做减法“一刀切”，误伤无

辜；有的地方房地产的库存是减了，但信贷
的杠杆却加了不少。而补短板、惠民生、培
育新动力、扩大中高端供给等则需做好加
法，但不能一拥而上形成发展虚火，也不能
搞强刺激和撒胡椒面形成新的重复建设。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做减法还是做加法，都
要把握症结、用力得当，体现责任与担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对立的双
方可以相互转化。当前供给可以成为明日
需求，脱离需求支撑的供给同样可能造成
产能过剩。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管理

需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而不是非此即
彼、一去一存。比如，利率的调整、银根的
松紧可能一方面影响需求侧的消费能力释
放，另一方面又关系到供给侧的企业资金
成本。做事有度、处事有方，增强管理工具
的灵活性、精准性，才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
发展的内在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到中流击水处，
不进则退，既要一仗接着一仗打，又要把握
好节奏与力度。“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
者进”。如今，无论钢铁行业“压炉”和安置
再就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统筹部署，还是
基层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国有企业改革
的深水攻坚，处处皆是“难”字当头。各地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因困难而不为，不
因风险而躲避，不因阵痛而不前，定能闯关
夺隘、争取这场攻坚战最后的胜利。

主攻供给侧 打好攻坚战

□李智勇

脱贫，贫困户不能袖手旁观、坐享成果，
输血不如造血。这个道理不难懂，也老说。
然而，怎么才能让贫困户撸起袖子干起来呢？

今年春节，经村串户走亲戚时，脑子
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造血”问题。我的老
家在河南商丘市的民权县，这是一个贫困
县，我的打算是，找几个确实已经“造血”
成功的人或村，瞧瞧看看。

下乡后感知的第一个变化，是在老颜
集乡舅舅家附近的村里也有反季节大棚
了，而且，一片接一片。这村离县城大约
70 里。过去，县城周边大棚多，生产了菜
直接供应城里；如今，反正路好走了，半个
钟头的距离不是距离。问问“棚主”咋想
到种大棚，他说，“看人家咋富的，俺不能

学吗？克隆一家伙！”克隆的人多了，平均
价格不就下来了吗？县郊吴庄的崔老汉
说，他学俺，俺不能再学外地？“俺的大棚
现在改名叫杂果采摘园了！黄瓜、樱桃、
丝瓜、草莓，都种！丝瓜全县恐怕就 3 个
棚，年前卖 10 块钱一斤，卖出了肉价钱！”
老崔不会说“转型升级”这样的词儿，干的
却是转型升级的事儿。

看来，“临帖”是造血的头一个好招。
别凭空想，比着富了的葫芦画画瓢。

第二个感受，是干部会引导，造血造
得好。县城边上有个村子叫李庄，一进村，
几乎家家都有个气派的大宅院。咋致的富？
种蒜。村里 3000多亩地，2000多亩都种蒜。
这两年“蒜你狠”，大家腰包都鼓了，一户一年
挣个七八万不稀罕。姓张的一位村民说，
当年村里就有种蒜的基础，干部又引导推
广。“人家说，现在这个市场需求，种 5 年，

就算 3 年都低谷，有两年好年景，都比种别
的强！这话把好多人都说服了。”

办职业学院给当地制冷企业输送劳
动力、在林区引导林下养殖，在黄河故道
区引导旅游、农家乐⋯⋯干部研究本地资
源和市场可能的连接点，给群众搬梯子、
当高参。有时候，贫困户创业就业就差中
间这架梯子。

曾经跟一位学者聊天，他研究农村懒
汉现象。他说，懒汉为啥懒？别忽略了一
种经济学原因，那就是土里刨食的边际效
益增长有限。累死累活多收个三五斗，有
些人就觉得，不如游手好闲，亏不了多少，
落一个自在。当致富的门路次第打开，增
长不再是三五斗，弄好了翻十倍都有可
能，这个时候，还用多劝吗？

要想激励贫困户撸起袖子干，应该千
方百计为撸袖干创造好条件。

袖子怎样才能撸起来？

洞见

□白守双

汉代华阴人杨震通晓经文，风雅清正，志存高远，人
称“关西孔子”。他曾推荐“贤人”王密做昌邑县县令。
一次，杨震因公事路过昌邑县，晚下榻于馆驿。夜深人
静之时，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
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之下说：“幕夜无知者。”
杨震正声而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与杨震“四知”典故齐名的，是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
的一首诗。叶存仁做了 30 余年的官，他离任时，僚属为
其送行，为避人耳目，特地在夜里用小船送来大批礼品，
叶存仁见此情景，写下一首诗：“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
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书
毕，将馈赠完璧归赵，后世传为佳话。

古往今来，贪官们一个个地倒下去，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守好“慎独”二字。所谓“慎独”，指的
是谨慎地对待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

“心有所惧，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总有“十目所视，十手
所指”之感觉。

《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用现在的
话说就是：品德高尚的人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也是谨慎
的，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也是有所戒惧的。越是隐蔽的
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小鸟眼前飞过还有个影
呢，何况那么大个人？党员领导不能“八小时之内做人，
八小时之外做鬼”，不但要管好自己，更要管好自己的司
机、秘书、家人和亲友。立上等志，做中等人，享下等
福。党员领导干部有两样致命的东西千万碰不得，碰了
必被捉，一曰“不义之财”，二曰“婚外美色”。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古人的“四
知”与“慎独”，都是很好的教材，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
从小事做起，从衣食住行做起，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美色
所迷，不为物欲所累，慎独慎初、自警自省，树立党员干
部的良好形象。

“四知”与“慎独”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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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作为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基本制度，职称制度曾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选拔和培养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一些弊端近年来也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让专业技
术人才叫苦不迭，也让职称制度变了味、走了形。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绊脚石”

改 革 已 到 中 流 击 水 处 ，不 进 则 退 ，既 要 一 仗 接 着
一 仗 打 ，又 要 把 握 好 节 奏 与 力 度 ，闯 关 夺 隘、争 取 最
后的胜利

党的组织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
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
要形式，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规定动作。
根据中央要求，这次基层党支部召开专题组织
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要以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要求来进行，力求开出高质量。

——据《人民日报》
锐评：好钢都是炼出来的，把党的组织生

活的熔炉烧得更旺一些，党员就能受到更多的
淬炼、得到更好的锻造，理想信念自然就会更
加坚定。

“当石欣一路坐火车、大巴、公交，历经了
近 24 个小时回到村里，沿着村道走着走着，转
过路角忽然发现，3 岁的儿子已站在路口等着
自己回来。那一刻，他觉得路上的累都值得
了，在外打工的日子也不再辛苦。”这是年前新
华社记者一篇题为《3 岁的等待与 33 岁的归
途》的报道，它描述了一名在广东东莞打工的
80 后湘西青年，春节归乡行程中的点点滴滴，
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反响。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在春节这个关口，别管世界有多大，

我都想先回家。

从 1983 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走
进亿万国民心中，如今央视春晚已度过了 30
多个春秋，被誉为“全球华人的年夜饭”。毋庸
讳言，央视春晚早已变为一种文化符号，而不只
是一档综艺节目。然而，近年来，尽管央视春晚
一直都在改造和升级，力求在保持高端大气上档
次的同时，更加顺应潮流，也更加接地气、更具亲
和力。但是，依然年年成为网友的吐槽热点。

——据新华网
锐评：羊羹虽美，众口难调。央视春晚被

吐槽，说明观众的审美在不断提升，折射出了
时代的进步，不一定是坏事儿。

过年期间，“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发
起征稿，请读者分享“手边家书”，讲述家书故
事，共话人间真情。有评论称，在战争年代，家
书寄托着家人的安危，是亲人间的相互牵挂；
而和平年代的家书，将至纯的亲情融入字里行
间，更有一种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力量，不仅寄
托着家人间的互相挂念，也促使写“家书”与读

“家书”心灵沟通、共同成长。
——据人民网
锐评：回溯家书故事、重述家书情怀，并非

复古怀旧，而是为了给现代中国注入更多温暖
的价值、向上的能量。

“万水千山，哪怕在地球的顶端也要赶回
来。”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春
节》中的一句解说词。这部近期成功刷屏的纪
录片中，老外主持人走访中国各个角落，从哈
尔滨到香港，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城，介绍各
色春节传统，体验不同年俗，只为让世界走近
这场“全球最大的盛典”。

——据《人民日报》
锐评：对世界而言，中国的春节正从乐一

乐的新鲜事儿，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形态、一种
生活方式，激发了不同文化背景人士感知中国
文化的愿望。

“一个字，累；两个字，消费；三个字，大聚
会；四个字，胡吃海睡”，几乎每年都会有不少
人感慨年味变得寡淡。过年过年，“过”意味着
庄严，“年”代表着主题。过得太随意，吃吃喝
喝、玩玩闹闹，过得太前卫，埋首于手机、沉迷
在网络，都会失去过年的氛围。而像通宵麻
将、红包攀比、奔波酒桌，更是折射出世道人心
的庸俗化。

——据人民网
锐评：节日内涵要靠节俗形式来承载，要

有过节的“规定动作”，如果贪图舒适享受，把
节俗仪式当作应景形式、累人负担，节日岂能
不变味？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杭州主城区道路公共
泊位免费开放。1 月 27 日（除夕）至 2 月 2 日

（正月初六），除西湖风景名胜区外，杭州市上
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
以及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的道路公共
停车泊位将全部免费开放。2 月 3 日上午 8 时
起恢复收费管理。

——据《新华社》
锐评：这个春节“红包”可谓是送到了市民

的心坎上，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