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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思想家、洛阳人程颐先生说：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
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了源于此句的“为政之要，以顺民
心为本”，并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中国
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作了发挥。比如，
他讲到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
人民心声”，我们党“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民政、民生、民心，事
事关系百姓”，“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
应民心”，“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要
心中有群众，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等类似话语。党的二十大报告出现了

“聚民心”“暖民心”之语，树立了执政党
做实际工作的鲜明指向。

不管“民心”内涵古今的表达如何
变化，关键在于，可否找到与“民心”沟
通的路径。在古代，以民（邦国）为公心
的理想一旦触及皇权至上的现实，便大
打折扣。20 世纪以来，把马克思主义

化为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作为价值规
范，在“为民”宗旨的支配下，中国
共产党人探索出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
法，解决了源于人民而又代表管理社会
的政党、团体与民心沟通的途径。与群
众路线相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
历来注重更加具体的科学的调查研究
方法，实现与“民心”的会通。毛泽东
讲，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
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
有决策权”，他要求“当县委书记一定要
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
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
有 的 县 市 区 ”。 2021 年 9 月 1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
的党性问题。以心换心，众志成城的民
心伟力便爆发出来；善用此历史力量，
我们党就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民心之“顺”，往往体现在细节上。
宁德畲族待人最高的礼节是手抓“糯
米榯”。习近平同志任地委书记下去
调研，陪同同志怕他觉得不卫生，提醒
拿筷子。他说：“那怎么行？人家用手
抓，我们也用手抓，你拿了筷子不是让

人家觉得，你当官的吃东西都和老百
姓不一样么。”他就跟大家一样，盘腿
坐在那里，抓起一块，放进嘴里，还连
连向畲族的群众竖大拇指，说很好
吃。从很小的细节处懂得如何理解群
众、贴近群众、融入群众，群众才能和
你交心，心连着心，心心相印。宁德屏
南县招待人的最高礼节是艾叶冲蛋，
有同志怕书记走访当地群众时不好消
化，劝不要尽喝，表示一下即可。可他
不在乎，说老百姓叫我们吃的东西，我
们要把它吃掉，然后端起一碗就喝下
去了。老百姓高兴坏了，说这个书记
可真好接待呀！

“顺民心”既难又不难。说难，是
因为自国家产生以来，很多开明的思
想家和政治领袖都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却没有哪个统治者、没有哪个执
政党最终彻底地解决它，因此才有
了时代盛衰、有了王朝更替。我们
党清醒地意识到 ，执 政 时 间 越 长 ，
领 导 干 部 脱 离 群 众 的 危 险 就 越
大。政党与群众日益增大了距离，

“ 心 连 着 心 ”自 然 就 成 了 一 句 空
话 。 除 了 群 众 监 督 、社 会 监 督 ，现
在提出“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一千
秋历史困境——用各种方法和措施把
政党或团体或官员的特殊利益革掉，
不断地回归、融入群众之中，“和老百
姓一样”，当然可以做到“顺民心为本”
了。唯如此，代表物质生产力主体的
民众意愿与代表上层建筑的政党理念

合一，不受人意志驾驭的历史规律才
真正发展至可以顺应的自觉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交通工具发
达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通信
工具先进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却难
了；干部的学历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水
平却低了。”“这里面既有立场问题、感
情问题，也有方法问题、能力问题。”

“和老百姓不一样”，朴实的话语，透过
不经意的细节，道出了背后隐藏的原
因：有些许差池，就可能会发展越来越
大，而最终失掉民心。

“顺民心”，又可说十分简易。正
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关键在

“坚持人民至上”，此亦为党的百年
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民
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
量”，这绝不只是什么感性的经验，
而 是 历 史 规 律 之 总 结 。 把 握 了 民
心，就获得了正义和力量——以唯物
史观的历史规律认知和自觉运用作
理论基础，比儒家的“以义为利”“王
霸之辩 ”“ 德 力 之 辩 ”、兵 家 的“ 道
胜”“以仁为胜”等传统观点高了一
个层次。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
问题、想问题、处理问题，做到“一
切为了人民”，就可以深察民情，顺
乎民意，真正体现“顺民心为本”的价
值导向、执政理念——共产党人的宗
旨不正如此吗？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1月7日下午，市图书馆新年首场“河洛讲坛”
开讲，省级非遗洛阳铲锻造技艺传承人孙银莹给
广大读者带来了“洛阳铲与考古勘探技术的发明
与传承”主题讲座，“洛阳市图书馆”视频号、百姓
文化云平台进行了线上直播，各县区图书馆进行
了转播。

一把铲子探入地下，带出了泥土，更让深藏于
地下的历史真迹重见天日。这就是中国考古界的
独门神器——洛阳铲。它是一种以原产地命名的
专用考古工具，在考古界的地位无可撼动。

主讲人孙银莹从洛阳铲的历史渊源、大遗址
保护下的文物勘探工作、洛阳铲锻造工艺及洛阳
铲的现状与保护等方面带领读者了解洛阳铲。

说起最早的盗墓工具，几乎都会提及明代王
士性所著的《广志绎》，其中记载了一种源自洛阳
的叫“铁锥”的工具。近代多部文献中也提到洛阳
的铁铲、瓦铲等。至20世纪50年代，在考古学家
郭文轩、蒋若是等人的大力推动下，洛阳铲被正式
引入考古勘探，称为新时代考古勘探神器。

“考古勘探技术的历史沿革，也就是洛阳铲发
展的近代史。”孙银莹说，洛阳铲经济实用、轻便灵
活，重点是其带出的土，不破坏土层，利于考古人
员进行土层分析，同时降低勘探成本。可以说，洛
阳铲对土层准确的探测及对地下文物独特、高效
的保护能力，为考古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说起洛阳铲在考古勘探方面的辉煌成就不胜
枚举。仅在洛阳勘探的遗迹就有周王城广场贵族
墓群和“天子驾六”车马坑、隋代回洛仓遗址、隋唐
定鼎门遗址、北宋富弼墓、函谷关遗址等。2014
年，洛阳铲锻造技艺成为市级非遗项目，2015年
成为省级非遗项目。

孙银莹还介绍，洛阳铲的锻造过程包括钢板
下料、煤火烧制、制坯锻打、抡锤双制、成就方圆
等。工序复杂，抡锤打铁又脏又累，一把小小的铲
子，要进行400多次敲打方能完成，每道工序都是
纯手工进行的。尤其是夏天，车间温度几十摄氏
度，锤打期间更要保障工人休息，这也是该工艺濒
临绝境的原因之一。

重体力劳动、制作工序复杂、专业手工打造、
人才严重缺乏、效益远不如投入……这些因素使
得洛阳铲的传承发展面临难题。作为非遗传承
人，孙银莹和弟弟接过家族的衣钵，致力于洛阳铲
的创新性发展。如今，她最为期待的是，能有更多
青年人能关注洛阳铲锻造这项传统技艺，让其在
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洛报融媒记者 张静静 通讯员 张炜 邵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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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现代价值
——以程颐“顺民心为本”的执政理念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