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收
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唯物史
观和群众路线的论述，特别是为民务实
清廉方面的论述，包括深入调查研究、
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等
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的论述，反对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的论述，严格党的纪律等方面的论述，
共340多条7万多字。

这些重要论述，是从大量经典著作
中精选出来的，内容前后连贯，思想深
刻，文风朴实，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思
想性、现实针对性和可读性。

认真学习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领
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对于广大党员干
部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坚持和贯彻党
的群众路线，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
廉，克服“四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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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号召：“全国
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
苦奋斗的作风。”20 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提
出了“勤俭建国”方针，他指出：“要使我国富
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
括招待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
国的方针。”

毛泽东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一生
都十分节俭。据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在延安
时代，毛泽东就穿着带补丁的衣裤去作报告，
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担任了国家主席，仍不
改朴实之风。

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回国以后，李家
骥和李银桥给毛泽东清理过一次衣服，他们
觉得那件旧衬衣实在太破了，就送给警卫班
李风华的孩子当尿布了。

一天，毛泽东接待客人，非要穿那件补过
的衬衣。毛泽东偏偏对这件衬衣特别喜爱，非
要不可。毛泽东坚持要，李家骥无处找，只好
如实汇报。

为了缓和矛盾，李家骥躲开了，他让卫士

赵鹤桐给毛泽东找了一件新一点的衬衣。
毛泽东见状一脸严肃，问李家骥：“你是

不是把我的那件衬衣丢掉了！我不是说没有
我的同意，谁也不能丢掉吗？”

李家骥急得直冒汗，急中生智，撒了个
谎：“主席，我哪敢随便给你丢掉。我见李风华
的孩子没衣服穿，又见那件衬衣确实不能修
补了，就想用这件衬衣给孩子改一件小衣服，
也不算浪费。所以，我未经请示就把这件旧衬
衣给李风华爱人改做孩子衣服了。”

毛泽东一听，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
“好，很好。”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
衣服穿不了了，他便给毛岸英穿。直到逝世，
毛泽东的两件睡衣一件有67个补丁，另一件
有59个补丁！

■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
域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出版了《建党伟
业》《建国大业》《伟人毛泽东》《百年小平》《百
年陈云》《毛泽东初进中南海》等著作。

《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
象箸，而箕子怖。”贵为一国之君的
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就让身为
三贤之一的太师箕子感到恐怖，原
因在于，箕子害怕的不是象牙筷子
本身，而是由象牙筷子引发的一系
列后果。

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瓷瓦
器，要配犀碗玉杯；犀碗玉杯肯定
不 能 盛 粗 茶 淡 饭 ，要 配 山 珍 海
味。吃山珍海味就不能粗布葛
衣、茅草陋屋，而要锦衣华车、琼
楼玉宇……箕子“畏其卒，怖其
始”，从一双象牙筷子看到了纣王
的欲望难止，为殷商王朝的前途命
运感到担忧。果然，“居五年，纣为
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
遂以亡”。

一双小小的象牙筷子何以能
够毁掉一个泱泱大国？显然，毁掉
殷商王朝的是筷子背后的奢靡享
乐。纣王制作使用象牙筷子，就意
味着他抛弃勤俭节约，选择奢靡享

乐。历史和现实莫不证明，勤俭节约不
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还是基本道德
底线。奢华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欲
望的多米诺效应就会立刻显现：一个欲
望推动着另一个欲望，一种贪婪紧随着
另一种贪婪，各种贪欲接踵而至，永无
尽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当无限膨
胀的贪婪欲望遇到了不受节制的恣意
权力，结局就是意料中事。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对个人来
说，德为立身之本，俭为养德之道。勤俭
节约可以控制人的物质欲望，减少外物
的刺激需求，通过清心寡欲来修身养性，
提升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奢靡享乐则是
欲望膨胀的开始，是走向腐化堕落的第
一步。一旦迈开这一步，就会利欲熏心，
最后欲壑难填而自取灭亡。历史上，富
甲天下的邓通饿死街头，富可敌国的石
崇被收监问斩，贪恋专权的刘瑾招致凌
迟，国之巨贪的和珅狱中自缢……这些
生前锦衣玉食、不可一世之人，最后结局
无一不是财尽人亡、身死名灭。

对国家来说，勤俭节约是立国之
本，也是治国之道。俭可以养廉，廉可
以治国。即使是处在繁荣盛世的贞观

之治时期，魏征仍不断劝谏唐太宗要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历史表明，勤
俭和廉洁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克勤克俭
往往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天，对
于各级干部来说，勤俭廉洁是为官从政
的最低要求和道德底线。勤俭节约所
要求的清静寡欲、淡泊节制，可以消解
和克制人内心的贪婪和欲望，有效防止
国家公权力的腐败滥用和官吏的贪污
腐化，实现廉洁自律的内在要求。在这
个意义上，勤俭节约不仅是敦风化俗的
重要手段，也是反腐倡廉的重要途径。

勤俭不兴，贪欲不止；节约不行，欲
壑难平。考究不少落马的豪贪巨蠹，其
贪污腐化的起因，往往是一包名烟、一
瓶美酒、一顿大餐、一块好表，之后就慢
慢放弃了勤俭节约底线，渐渐养成了奢
靡享乐恶习，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不
归路。最近爆出的一些触目惊心的“老
虎案”，无一不是背弃了节俭节约原则，
走上了奢靡享乐歧途，在贪腐堕落的泥
坑中越陷越深，最终沦为国家的罪人。
各级干部应当懂得，唯有把勤俭作为一
种境界去修养、作为一种品格去恪守，
才能自由行走在清正的大道上。

（据《人民日报》）

勤俭节约
我们的传家宝

书 林 一 叶

逝世时睡衣上有67个补丁
摘自《毛泽东初进中南海》
作者：何虎生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朱德外出视察，都要求按照规定用餐，
从不接受吃喝一类的招待。一次，朱德到
云南视察，开始几天，接待部门遵照朱德的
要求，饭菜十分简单。后来，云南省委检查
接待工作，发现朱德每天的伙食费用大大
低于规定标准，他们担心影响朱德的健康，
便要求接待部门改善伙食，做一些营养价
值高的食物。第二天，一碗“燕窝煮鸽蛋”
端到朱德面前。朱德很不高兴，询问接待
人员：“我们每天吃得很不错了嘛，群众能
这样吗？为什么要弄这种高贵东西？”在得
知原因后，朱德说：“这次燕窝的钱我出，下
次再弄我就‘罢吃’！”

朱德“罢吃”的，不仅仅是燕窝“这种高贵
东西”。

朱德到新疆伊犁考察工作时，吃饭时看
见接待人员要开酒瓶子，朱德便说：“不要开
了，都是自己人，又不是外宾，不要浪费了。”

有的时候，当地准备的菜多了几样，朱德就有
些不自在，于是婉转地批评道：“这么多菜！
这里大概没有经过反浪费吧？”

朱德在广西桂林视察工作期间，每餐剩
下的豆腐乳，他都告诉服务员不要丢掉。在
他看来，豆腐乳的黄豆是农民洒汗水种出来
的，要制成腐乳又要经过工人多道工序的劳
动。因此，如果吃不完就倒掉，那就对不起农
民和工人了。朱德在饮食上的节俭，不仅体
现了一种习惯，还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
厚感情。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
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现任北
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毛泽东
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
德传》等著作。

周总理、邓大姐为别人着想，为人民
着想，为国家着想是一贯的，直至生命的
最后。

就拿为周总理选购骨灰盒的事来说吧！
周总理去世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请邓

大姐为周总理选骨灰盒，邓大姐就派我和张
树迎同志（总理卫士长）代表她去选，我俩和
治丧办的同志去了八宝山，八宝山的负责同
志拿来两个样品，我们选中了其中花纹较好
的，但不是最贵的，经仔细检查，发现盒的表
面有一处摔了一块，于是又换了一个同样的，
只是盒盖不好打开，要求再换一个，他们说同
样的只有两个，我们就决定用后来这个。回
来向邓大姐报告，她说，你们定了就可以了，

我就不看了，人死了，装一下骨灰，没必要
那么讲究。

邓大姐在周总理去世后的这16年中，
她不止一次地对赵炜讲，她死后就用总理
的骨灰盒，不要买新的，为国家省点钱。还
说，她用完以后，别人还可以用。赵炜当时
就说，这个骨灰盒会收藏起来，他哪有资格
去用。邓大姐曾说过，人死了，什么都不知
道了，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丧事应一切
从简，要改革，去除旧习。

■邓在军，任中央电视台高级编导，中
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该书顾问周尔均
是周恩来的侄子，原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

外出视察，从不接受招待
摘自《朱德传》
作者：金冲及等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骨灰盒不要买新的，为国家省点钱
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作者：邓在军 顾问：周尔均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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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
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国自古就以勤俭作为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美德。一切贤哲都主张
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
持精神的自由。也许有人会说在物质
日益丰富的今天，提倡勤俭节约似乎不
太合乎时宜，没有消费，哪有生产？倡
导节约会造成生产停滞、市场低迷。事
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进入21世纪，全国能源紧张，让越
来越多的人明显感受到我国经济正饱

受着资源短缺的约束之痛。资源不足将
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大
自然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但是无法
满足人的贪欲。地球的资源有限，人类
的需求无限，而节约，就是有限与无限之
间的平衡点。同时我们身边的一些奢靡
陋习，既浪费了有限的资源，又助长了不
正之风。该书旨在唤起人们的节俭意
识，培养节约习惯，让更多的人掌握节约
知识，加入到节约的队伍中来。

该书选取了百姓生活中衣、食、
住、行、用等方面的36项日常行为，研
究了每一项日常行为指标的节能减排
潜力。该书认为，个人生活点滴中的节
能减排潜力巨大，如果大家都积极参
与，36 项日常生活行为的年节能总量
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
化碳约为 2 亿吨，经济、社会和环境效
益十分显著。

书中提到，节约0.5公斤粮食可节
能约 0.18 千克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
化碳0.47千克。

这本手册旨在向全社会宣传普及
节能减排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增强全民
的节能减排意识和能力，推动全民参
与，提倡崇尚节约、科学文明的生活方
式，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
的社会风气。

寒潮来袭，俭省节约好过冬；微利
时代，节约成为竞争力。尤其在遭遇
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温这样
的理念：节约的都是利润。

本书倡导节约观念，将节约理念
融入企业文化，帮助企业开源节流，构
建“节约型企业”；帮助企业增强员工
节约意识，让节约成为每个人的生活
方式和工作方式。同时，该书针对当
前经济形势，解答企业的节约问题。

该书结构清晰，论述目的性更强，
其中更有一些现实工作中能用得上的
工具性的板块，增强了本书的实际功
用性；内容丰富，说理透彻易懂，并配
有数十幅插图，让读者读来轻松愉悦，
会心称快。

自古以来，浪费都是人类社会最
大的敌人。尤其是，21 世纪是一个

“资源为王”的时代，当石油、煤炭等不
可再生资源成为扼住人类社会发展的

“黑手”之时，浪费就成为关系到我们
及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每个企业来
说，资源浪费也是极为头疼的问题，浪
费造成的生产、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利
润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负增长，使得管
理者们焦头烂额。那么，该如何减少乃
至消灭浪费，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呢？
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在当今时代，
只有不浪费的企业才能够成为“王者”；
要学会把损失掉的利润“抢回来”；杜绝
失误性浪费，就能够提升获利空间；从
节约到“精细化管理”，让有限的资源
创造最大的利润…… （本报综合）

读 家 之 言

一双筷子何以毁掉一个国家
——读《韩非子·喻老》有感

秦强

《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作者：刘小茜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全民节能减排实用手册》
编者：科学技术部社会发展科技司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节约的都是利润》
作者：魏桂东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杜绝一切浪费》
作者：陶永进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建
设国家的根本方针，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丢弃的传家宝。今天，我们筛选部分具
有代表性的书籍向读者推荐，旨在强化人们特别是党
员干部的节俭意识，持续强化作风建设，以良
好的党风政风带动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