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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都需“工匠精神”
□方好

政论撷英

古代的官邸制
是如何规定的

□陈好

故人故闻

“超级学霸”康熙

爱的分配法则
真水无香史林一页

□孙建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
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的提出
令人耳目一新，更是深得民意，“工匠精神”
也迅速成为一大热词。

在我国的历史上，从工匠祖师爷鲁班，
到无数长于精雕细琢的工匠画师，华夏儿
女的身体里，从不缺少“工匠精神”的基
因。“工匠精神”不是德日的专利，我们所有
的妄自菲薄，都是为粗制滥造寻找借口。
今天的我们，应将这种“工匠精神”传承和
延续。

“工匠精神”也不仅仅是工匠们的专
利。茅盾先生在杂文《谨严第一》中倡导向
鲁迅先生学习他的谨严：为了一种植物的
译名，鲁迅先生肯费几天的功夫查阅资料，
甚至写信请远方的朋友代查。这种“谨严”

的写作和治学态度，即为一种“工匠精
神”。对于写作者来说，“工匠精神”不仅意
味着一字百炼、字斟句酌，更是在内容题
材、主旨立意上勤琢磨、下功夫，在生活的
土壤里爬梳剔抉、剖垢磨光，在岁月的长河
里磨杵为针、孕沙成珠。

在各行各业里，我们大概都看到过目
光专注、一丝不苟的工作者：认真选材、切
割、烹调、摆盘，不省略一道工序的大厨；精
准测量、一笔一划耐心绘制的设计师；焊
接、打磨、钻孔，几个小时纹丝不动的工人；
课上课下不厌其烦、诲人不倦的教师……
心怀虔诚地对待自己手头案边的工作，便
能将平凡的行业做成一门艺术。“工匠精
神”是在浮躁的生活中，沉静地面对自己的
工作。沉浸之中，别有洞天。

“工匠精神”讲究用心：庖丁目无全牛、
游刃有余，只是用心观察的结果，“以神遇

而不以目视”，万物有灵，真心对待，工作和
生活也会给予劳动者以最真诚的回馈；“工
匠精神”讲究专业：“百年灯泡”创始人柴莱
特在日记中写下“人生就亮一盏灯，守到群
火熄灭，照样耀泽天空”，专注于一个领域，
对专业钻深钻透，于细小之处反映出的专
业精神，却是伟大梦想的落脚点；“工匠精
神”讲究坚持：在欧阳修笔下，卖油翁淡然
的一句“唯手熟尔”，其实是多少年的重复
和坚持，“宝剑锋从磨砺出”，所有炉火纯青
的技艺，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潜心修炼。

茅盾先生写道：“治学，创作，治事，私
生活——鲁迅先生给我们取法的，首先是

‘谨严’二字。这是人人应当学习而且能够
学习的，只要他发心去学习。革命家、战士
的德性，无非是认真而又细心。艺术家的
德性，也无非是认真而又细心。才能的大
小，固由天赋，然而从认真与细心，也可以

造就一个人的才能。”曹雪芹“批阅十载，增
删五次”，将旧作《风月宝鉴》写成了巨著

《红楼梦》。
“工匠精神”带来的，是精准耐用的手

表，是成像清晰的镜头，也是不漏水的杯
子，是不开线的外衣；“工匠精神”给予了一
位匠人流芳百世的美名，给予了一个企业
基业长青的资本，更给予了百姓实在的生
活便利和深深的“获得感”。因此，在某种
意义上，“工匠精神”也是实现“供给侧改
革”的必备法宝和制胜关键。

“问渠那（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对于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无论天资禀
赋如何，“工匠精神”就是这活水之源。今
天，我们重拾“工匠精神”，是为了更有品质
的生活，更有价值的生命，是为了这汩汩甘
泉流淌不息，滋养我们的孩子和民族的未
来。 （摘自《人民文摘》）

自“三皇五帝”开始，到清末最后一个
皇帝，在这支多达611人的帝王队伍里，不
乏“圣君”“英君”“明君”“昏君”和“暴
君”。而康熙之好学，在帝王中无人能敌，
堪称“超级学霸”。

康熙（1654—1722），8岁继位，君临天
下61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发明
者）曾说过：康熙的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
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大清文武百
官顶礼膜拜的君主帝王，竟可以同传教士
每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
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
学科的知识。

教士们上完课离开，康熙竟意犹未
尽，反复复习授课内容，有时还会叫来几
个皇子讲课给他们听。康熙当时请了西
方的不少学者（当时叫传教士）给他讲西
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
学、解剖学、化学、药学、音乐，甚至包括哲
学、社会科学和外语，光听讲解天文学的
书就有100多本。

1708 年，康熙组织西方专家学者，用
了10年时间，绘制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科
学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皇舆全览
图》。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成果却
被作为密件尘封在内务府，没有对当时的
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
的西方传教士把宝贵的原始资料带回了
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很长的时期内对
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

康熙在学习之余，还组织编纂了《古
今图书集成》《全唐文》《康熙字典》《律历
渊源》等书籍。在出巡途中，他或深夜乘
舟或居行竹幄，读《易经》、览《尚书》，读

《左传》、诵经诗，赋诗著文，日以为常。他
不仅读书，还亲自动手演算习题，亲自撰
写科学文集《几暇格物编》。令人惊奇的
是，他还出版了自己的科学论文《御制三
角形推算法论》。

他不仅喜欢读书著文，还喜欢做实
验，在宫里做化学试验、设实验室制药，推
广用金鸡纳霜治疟疾和种牛痘以防天花

（在皇子、宫女身上做实验）。更让人叫绝
的是，他还在当时中南海丰泽园的一块稻
田里，发现了一株高出众稻的成熟稻穗。
于是他把这株早熟的稻穗摘下来，决定第
二年再种，看它是否比别的稻子早熟。第
二年试种的结果，确实比别的稻子早熟。
从此，他便以此为种子，培育了新的杂交
稻种。这种新稻种所产之米叫“御苑胭脂
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

（摘自《光明日报》）

中国的官邸制和吏舍制早在西汉初期
就已形成，《汉书》记载“御史府吏舍百余
区”，可见汉代各部门官邸吏舍之多。秦汉
以后，地方官和京朝官入住官邸的实际情
况因客观条件而各有差异，呈现不同的走
向。凡守、令、丞、尉或督、抚、司、道等各级
地方政府的主要官佐，即现在的领导班子
成员，一律携带随任家属免费入住建造在
衙署围墙内的官邸，这既是政治待遇，又是
纪律。其他功曹、主簿、参军等，就是办公
室主任、处长、科长之类中层干部，只要是
当地政府拥有产权的空置房屋，通常也能
享受廉价入住的待遇。比如欧阳修就是在
他父亲任绵州司户参军时出生于“司户官
舍”的，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

（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以示纪念。这种地方
官住官邸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不变。

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
了很大变化。由于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的
不断增加，政府财政无力再沿袭两汉时的
大包大揽，到隋唐时，绝大多数的中央部门
都不再提供官邸，京朝官的居住形式开始
多元化。有先人传下来的长安祖屋可居，
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有些官署
里或仍有单身吏舍可住；倘是拖家带口来
首都工作，那就必须另作选择了——或买
地建房，或直接买房，经济困难的则只能陋
室将就了。唐玄宗时任相的姚崇，因为首
都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只能在偏远的

“郊区”买房；为上下班方便，又在办公地点
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房，终因起居失调
而“病”。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
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
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个套房，
以方便家人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
华大，不敢居”。最终还是政府出钱，在位
居长安中心地段的兴宁坊为他新盖了一座
他认为合适的官邸，姚崇才免除了挤旅馆
的苦恼。

在地方，凡州郡府县各级领导的官邸，
按规定都是圈造在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
的，俗称“内衙”，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
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严禁另开
后门或边门，以此对跟随入住官邸的亲属
在起居活动上加以限制。此外各级衙署连
同大墙内官邸吏舍的形制和基本结构，也
有工部颁布的统一标准。

旧时官场上有“官不修衙”的传统，尤
其忌讳修建官邸，所以多数官邸的住房条
件都很差劲。北宋苏轼曾写过一篇《滕县
公堂记》，大意是：滕县的衙署是前朝留下
的老建筑，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
即大宋建国六十余年后，才由知县张太素
主持，搞了一次大修。其后历任长官都怕
犯错误，“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
椽”。又过了50多年，赞善大夫范纯粹来
滕县做县令，实在看不下去了，再次大修。
从办公用房到佐吏宿舍，共116间房屋，全
都装修一新，唯独自己和家属生活起居的
知县官邸“未治”，以洗脱修建官邸图个人
享受的嫌疑。

官邸既然是国家为官员在任期内提供
的住房，故官员一旦解任或离职，马上得迁
出来让给继任者。通常搬出官邸后，卸任
官员仓促间多以借住驿舍或庙宇为过渡。
官员搬出官邸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
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
犯。 （摘自新华网）

从前，战乱频仍，到处是难民。在长
江中游北岸有一座安国禅寺，寺内仅剩一
僧。一日，一落魄书生来到寺内，说自己
带着妻儿老母流落到此，歇脚在附近青云
佛塔之内，一家四口饥肠辘辘，实在无法，
只得前来乞食。

听此言，僧人拿出一馒头递给书生。
书生谢过僧人，紧紧捏着馒头，急步走
了。一个时辰后，书生又来了。僧人给了
书生两个馒头。书生再次谢过僧人，一手
一个馒头，紧紧捏着，慢慢地走了。过了
一个时辰，书生第三次来到安国禅寺。这
回，僧人给了他三个馒头。书生深深谢过
僧人，双手捧着馒头，蹒跚地走了。又过
了一个时辰，书生第四次来到安国寺。僧
人给了他四个馒头，并说：“对不起，施主，
未曾想情况会如此糟糕，实在没有更多的
了。”书生用长衫兜住馒头，朝僧人深鞠一
躬，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半个时辰后，一个女子哭着来到安国
禅寺，见到僧人，扑通跪下，说：“大师啊，
您救救我的夫君吧！”这位女子正是书生
的妻子，她说书生已经饿晕在地。

僧人疑惑地问：“我已给过他十个馒
头，你家四口平均每人两个半，他何至于
饿晕呢？”

书生的妻子哭着说：“大师有所不知，
其实，我夫君一个馒头都没有吃啊。”原
来，书生拿到一个馒头时，面对儿子、母亲
和妻子，他把唯一的馒头给了儿子；拿到
两个馒头时，他依次分给了儿子和母亲；
拿到三个馒头时，他又依次分给了儿子、
母亲和妻子；拿到四个馒头时，面对生命
中最亲近的三个人，他把馒头依次分给了
儿子、母亲和妻子，还剩一个，家人都说：

“你吃了吧。”他却看看馒头，舍不得吃，递
给了儿子，对大家说：“我已经吃过了。”结
果，半个时辰不到，在亲人分享馒头的喜

悦中，饿得太久的书生终于体力不支，一
头栽倒在地。

闻听此言，僧人心中不禁感慨道：“有
一个馒头时，首先想到儿子，是舔犊之情，虽
算慈父，却是脱不了本能的俗人；有两个馒
头时，再想到长者，有尽孝之德，虽算孝子，
也不过是常人之举；有三个馒头时，终于想
到伴侣，顾全夫妻之义，可算是好夫，但仍
属凡人一个；倒是这最后之举可圈可点，有
了四个馒头，本该自己留一份，却未留，果
真有好修为，真正的善人啊，当救！当救！”
于是，僧人跟随书生妻子来到青云佛塔，用
仅剩的一个馒头救活了书生，然后，念了一
声“阿弥陀佛”，空着手回到寺内。

半个时辰后，正在打坐的僧人倒在蒲
团上，其实，他已经两天未进斋食。如果
说舍己为亲人者是善人，那么，为不相干
的人而舍己者呢？应该是圣人吧。

摘自《广州日报》）

□完颜绍元

中国人这种拉长时间看问题的方式
很有辩证的眼光，比如在争与让的问题
上，就认为不争是最大的争。

为什么不争是最大的争？举一个简
单的例子，你跟人做生意能挣10块钱，砍
砍价最后能挣到 15 块钱，结果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矫情，以后不来找你了。如果你
不砍价，很爽快，过两天他可能还来找你，
因为他觉得你痛快。如此一来，形成长期
合作，远比一锤子买卖挣 15 块钱要划算
得多。

这一让一争之间结果迥然不同，因为
让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我们无论
做什么事都要充分估量对方的成本，让一
让，就是承认别人的劳动、奋斗、思考、学
习的价值，你只高看自己的成本就会轻视
别人，在中国这是不给别人面子。鲁迅

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不给人
面子，就伤到了他的精神纲领，很难用是
非来衡量了。而充分地尊重别人，在中国
文化里是给别人很多面子，给了面子，按
照鲁迅的说法就抓住了辫子，所有事情就
迎刃而解，这是中国文化里一整套处理事
情的方法：降低自己抬高别人。

不争是最大的争，这句话的另一层
深意则是：所谓不争是不针锋相对地争，
不争左而争右，不争上而争下，不争今而
争明，跟别人错开，人取我予，人予我
取。人家要的我给他，看起来很笨，但如
果拉长了时间来看，事情就完全不同
了。还以做生意为例，当所有人都争着
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再肥的肉也没什么
油水可捞了，这时候的争是愚蠢的，因为
竞争太强。相反，你在谁都看不上眼的

领域每天倒腾一点，虽然很艰难、很慢，
但你竞争对手少，而且他们也都慢慢退
出了，这样十几年二十年下来，你成功的
机会几乎是百分之百。这正是不争的智
慧所在。

此外，这种不争，除避其锋芒外，还体
现了一种胸怀、一种自信。人争皆因不自
信，怕别人拿走。对未来充满信心和追求
才让，你想拿就拿，反正我有的是。

形象地说，这很像中国的太极拳和气
功。太极的功夫是让，让到底，最后反过
来攻击；气功则是聚集气场，然后慢慢发
功。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此：日常做人
聚集你的气场，该让的时候让。做到这一
步，你才能像练太极、气功那样柔和、坚强
而又从容。

（据《南京日报》）

不争之争
智慧之灯

□冯仑

有部电影叫《在云端》，影片从一个职
业裁员专家的视角，探讨了一个沉重的话
题——当人们面临失业时，怎么跟他们说
还重要吗？有人认为，反正怎么说都是痛，
不如简化为纯粹的利益和效率问题。因
此，以远程视频代替面对面沟通，也不会有
更多伤害。然而，社会如何对待一个陷入
困境的人，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着伦理上
的重要性。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即不论什么
性质的矛盾，直接跳到利益冲突的框架来
分析，基本不思考社会基本伦理的正当
性，看似深刻其实很无力。比如，在冤假
错案背后要挖一个部门利益的坑，官员
腐败也习惯性联想到工资低的现状，甚
至连监守自盗、吃了原告吃被告这种事，
都只是利益惹的祸。这些说法隐含着一
个潜台词：在利益格局变得合理之前，人
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无动
于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容
忍的。

然而，利益调整永远在路上。在这个
过程中，如果忘记唤醒人性的力量，缺少道
德河床的利益，就会长出自己的保护壳。
每一个人都被束缚在利益的格子间里动弹
不得，改革也就无从谈起。利益和道德感
在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与倒置，正是当前社
会冷漠的一个重要形成机制，也是阻碍改
革深入的重要原因。

通往更美好社会的路上，道德情操并
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改革要让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这不只是强调“最后一公里”
的抵达，还意味着，利益调整必须沿着社会
普遍认可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判断前进，才
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摘自人民网）

□刘天亮

职场天地

利益不是
万能的标尺

声明公告

百业信息

二手超市◆机床设备高价回收13838410261

◆公务员贷款咨询13837984940

庆典礼仪◆施放广告空飘气球13608469739

招商加盟

诚招全省合作伙伴

别人刷卡 您赚钱

全省招商热线：18903796967
洛阳办理热线：18037938885

手机POS机 移动POS机

会计服务◆朋合记账、安心 13938860331

法律顾问：河南洛浦律师事务所卢晓昆主任13938849753

分类广告
刊登热线：65139977 65139988
地址：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16室

王秋峰失业证丢失，证号：4
103990016000002，声明作废。

王云龙会计从业资格证丢
失，证号为410305500000666，
声明作废。

僧雯新乡医学院口腔医学
专科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104
721200806000171，声明作废。

编号为 H410207399，姓
名为王浩龙，出生日期为2006
年 1月 1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汽车摩托车协会法
人登记证书（正、副本）丢失，登
记证号为08398，声明作废。

编号为 410357606，姓名
为李煜芃，出生日期为 2015
年 7月 2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洛阳市中兰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豫CT0171营运证丢失，证
号为豫交运洛字41030001502
号，声明作废。

鲍万科失业证丢失，证号：4
103000012006149，声明作废。

刘兆萍位于西工区陵园
东路 3 号 5 栋西单元 302 号，
卡号为 41384 的公有住房出
售产权界定卡，声明遗失。

谷得虎残疾证丢失，证号
为 41032719650920103344，
声明作废。

通 知
胡万松：

因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
律管理规定，我公司决定解除
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请你自
通知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

洛玻集团洛阳龙昊玻璃
有限公司

董红霞位于西工区纱厂西
路96号2号楼1单元402室土地
证丢失，证号：洛市国用（2006）
第03018784号，声明作废。

郭亮警官证丢失，警号：
026952，声明作废。

范欠丝位于洛龙区安乐
镇西岗村万安新街2幢1-302
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字第
X288253号，声明遗失。

洛阳粤迪物流有限公司
位于老城区西大街 1号楼（所
在层3层）的房屋所有权证，证
号：洛市房权证 2004 字第
X254181号，声明遗失。

高国亮河南公安高等专科
学校公安管理专业大专毕业证
丢失，证号：66410301012010
122，声明作废。

智杏红郑州大学自学考
试法律专科毕业证丢失，毕业
证书号为074384，声明作废。

张德明购买大曌国际广场
5栋2单元20层2002号销售不
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联丢
失，发票代码：241001110070，
发票号码：00911153（173861
元），声明作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垣县支行位于经济技术开
发区饮食城 4区 2-04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为洛房权证市字
第00044313号，声明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垣县支行位于经济技术开
发区饮食城 4区 2-11号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为洛房权证市
字第00044317号，声明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垣县支行位于经济技术开
发区饮食城 4区 2-10号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为洛房权证市
字第00044315号，声明遗失。

王占锁位于涧西区芳华路
中街（路）芳华苑小区115栋5
单元101号经济适用住房产权
界定卡丢失，卡号：231335，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