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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运动，当遵守法纪敬畏自然
盛玉雷

如今，户外运动已成为一种时尚的
运动方式。 其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让
人能够在拥抱自然的同时挑战自我，受
到不少人的追捧。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户外项目越
来越刺激， 安全之弦却没有越绷越紧；
部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足迹越来越广，
安全印记却没有越来越清晰。 有人为了
逃避景点门票，在未开发的区域追求刺
激；有人拒绝大众化的旅游路线，追求
不顾风险的自然体验；有人在经验和装

备都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开启“说走就
走”的户外探险……每一起户外运动爱
好者被困、失联、遇难的事故，都打破了
敬畏自然、爱护生命、遵守法规的出行
原则，都耗费了救援力量和公共资源高
速运转的巨额成本，不仅严重威胁自身
安全，而且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参与户外运动， 需要我们懂得，再
罕见的风景也不及生命的珍贵。 近日，
一则 “90 后小伙在羌塘无人区失联 50
天被找到，却拒绝接受行政处罚”的新
闻 ，最终以 “穿越者认罚 ，交齐了 5000
元罚款”而落下帷幕。 该事件一连串的
波折引发的公众讨论，值得我们好好反
思。 在此次穿越无人区的三人小团队
中，有人曾成功纵穿羌塘，有人曾攀登
过雪山高峰， 堪称户外运动的资深玩
家。 正是那些极限挑战与奇特经历，推

涨了他们自我挑战的勇气和底气。 但勇
敢不是逞强，冒险不是弄险。 尽管那位
失联的穿越者创造了“断粮 7 天，只能
吃草根、苔藓”的生命奇迹，这样的户外
运动却不值得提倡，更何况一行人穿越
羌塘无人区的活动属于法律法规明令

禁止的行为。
追求挑战乐趣，需要我们牢记，再遥

远的眺望也要留意脚下的土地。 有生态
人士指出， 一个易拉罐被大自然完全分
解需要 200 年， 塑料制品需要 1000 年，
一个玻璃瓶需要长达 200万年。 对生态
脆弱的自然保护区而言， 宁静才是最大
的守护。 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羌塘荒原是
中国最大的无人区， 探险者在无人区的
一举一动，比如留下一张包装纸、扔掉一
个干粮袋、点燃一堆柴火，都会变成高寒
地区的一道疤痕， 造成难以修复的生态

损失。可以说，以亲近自然之名行破坏自
然之举，既不是户外运动的风向标，也绝
不会成为极限运动的功勋章。

每个人都有探索远方的权利，但这
种权利绝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公
众利益、浪费公共资源为代价。 我们乐
于见到失联小伙最终得救的暖心，也欣
慰于非法穿越无人区的行为受到处罚，
但不接受“拒不认错”的任性。 事实上，
违规犯险穿越等越轨行为，不会被真正
成熟自律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所认同，也
不会被日臻完善的法律法规所容忍。 当
户外运动爱好者以身犯险，及时进行援
助不是“迁就”，而是尊重生命至上的人
道主义； 当户外运动爱好者被救脱险，
严厉进行处罚不是“伤口撒盐”，而是划
出清晰的法律红线。

截至目前， 已有数千人登顶珠峰，
数百人进入过太空。 矢志探索的魅力，
就表现在永不言弃的心志、突破极限的
精彩。 这些活动都突破了人生的边界，
却绝不碰触道德法律的底线。 而这，也
应该成为每一项极限运动的自我修养。

（原载《人民日报》）

������事实上，违规犯险穿越等越轨行为，不会被真正成熟自律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所
认同，也不会被日臻完善的法律法规所容忍。 当户外运动爱好者以身犯险，及时进
行援助不是“迁就”，而是尊重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当户外运动爱好者被救脱险，
严厉进行处罚不是“伤口撒盐”，而是划出清晰的法律红线。

用人导向就是无形“指挥棒”
黄海涛

������“事业兴衰，唯在用人；用人之要 ，
重在导向。 ”怎么选人用人、选用什么样
的人， 就昭示着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
欣赏什么样的人， 它就是一根无形的
“指挥棒”，引领着干部们向这样的人靠
齐 ，也引领着当地的党风政风。

一个地方， 如果领导任人唯亲，跑
官要官成风，那么，这个地方的干部就
会学着拉关系找靠山，无心干事，把时
间精力用在投机钻营上。 而一些本分实
干、 务实清廉的干部则会丧失成长空
间，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 这种“劣币驱
逐良币”的逆淘汰，必然破坏当地的政
治生态，严重阻碍党的事业发展。

组织在选人用人中，如果简单以入
职年限替代素质能力， 搞论资排辈、对

号入座，那么，当地干部就会滋生“排排
坐吃果果”的惰性，奉行“少做事、多栽
花”，只要不犯错，坐等“到点提拔”。 这
种“套框框”式的选人方式，看似“有章
可循”，其实是对扛重活、出实绩干部的
不负责任，久而久之，消极懈怠、庸碌无
为之风会在当地蔓延。

领导在选人用人中，如果只看到自
己身边的人， 只关注自己熟悉的人，那
么，吹吹拍拍、溜须拍马就会成为一些
干部“攀龙而上”的不二法门，而那些埋
头实干、 专注做事的人则会陷入迷茫，
不但会助长当地的歪风邪气 ， 也会给
“近亲繁殖” “源头性腐败”埋下隐患。

总之，选人用人问题，体现的是选拔任
用政策，反映的是当地领导的执政观念，必
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强大的导向作用。

作为当地组织部门 ， 要用好这根
“指挥棒”，必须把重实干、实绩、实效作
为用人导向，坚决查处跑官要官、送礼
行贿、 说情打招呼等违法违纪行为，认
真调查核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深入考
察干部的党风廉政情况, 防止 “带病提
拔”。 同时，要建立倒查机制，强化干部
选拔任用责任追究, 着力检查用人程序
是否合规、导向是否端正、风气是否清
正、结果是否公正。 对发现的选人用人
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不仅要查处当事人,
还要追究责任人。

������近日，多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在黑龙江进行了一场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实验。 插
秧机、喷雾机等借助北斗卫星导航，实现了无人驾驶作业。 据了解，今年农业全过程
无人作业实验还将在 10 个省区展开，重点解决无人农业设备的关键和基础问题，创
新我国农业生产的新模式。 这正是：

农耕黑土把志燃，无人作业竞技酣。
北斗导航来相助，神州遍布科技田。

魏寅 图 闻悟 文

坚守清纯之心
寒山石

������战国时期的黔娄，是齐国著名的贤
士。 鲁恭公曾聘其为相，齐威王请其为
卿，皆被拒绝。 尽管他家徒四壁，但励志
苦节，安贫乐道。 黔娄死时，孔子的高足
曾参前往吊祭，见黔娄之尸“覆以布被，
手足不尽敛， 覆头则足见， 覆足则头
见 ”，衾不蔽体 ，不禁为之心酸 ，建议 ：
“?其被则敛矣。 ” 就是让把被斜过来
盖，以盖住黔娄的全身。 黔娄夫人闻言
答道：“?之有馀，不如正之不足；且先
生以不?，故至于此。 ”

“?之有馀，不如正之不足”，这正是
黔娄固守清贫、坚守正道的精神写照。唐
代宰相姚崇《冰壶诫》写道：“与其浊富，
宁比清贫。 ”意谓与其不义而富贵，宁可
清白而贫苦。 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
中劝诫百官：“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

“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黔娄视
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修身清节”“终身
不屈”，洁身一世，为世人称颂，被称为
“贫士”。 东晋诗人陶渊明就曾作 《咏贫
士》赞叹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坚守
清贫，方不易其志。 曾国藩有句家训：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
是说做人要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 ，保
持旺盛的生机； 更要有硬骨头，“不为
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一个人甘贫守
志、贫贱不移，就能“悠然忘却世间事，
唯留清香满田园”，不图名、不争利，不
贪享受，不为物役，也才会因无欲则刚
而堂堂正正 ，贫贱不移 ，活出尊严 、气
节 、风骨和人格 ，也活出精彩和荣光 。
古往今来万民景仰的 “清官 ”，也大都
以清贫为荣 、谋私为耻 ，为官一生 ，清

贫一世。
坚守清贫，方能守住清廉。 为官难

得是清贫，难耐清贫莫为官。 《晏子春
秋》有言，“卑而不失义，瘁而不失廉”，
意谓谦恭而不失礼义， 贫困而不失廉
洁。 戴远山为他将赴云南任职的一位
友人题了一副对联 ： “诗堪入画方称
妙，官到能贫乃是清。 ”陈廷敬也告诫
子孙：“凭寄吾宗诸子姓， 清贫耐得始
求官。 ”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
不要去做官。 既然选择为官从政这条
路 ，就要做到 “甘天下之淡味 ，安天下
之卑位，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
贵”。 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就悬有一副
楹联：“廉不言贫， 勤不言苦； 尊其所
闻，行其所知。 ”甘于清贫，方能干净干
事；贪慕奢华，必然走向腐化。 有的党
员干部走上岔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
是不能甘守清贫，热衷于灯红酒绿、纸

醉金迷 ，痴迷于功名利禄 、富贵荣华 ，
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窍人沉沦，最
终在诱惑面前打了败仗。

“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者身贫
而心富。 ”清贫不仅指一种生活状态，更
指精神上的坚守。 今天，要求甘于清贫、
乐于守贫，并非一味让党员干部过苦行
僧般的生活。 那种把坚守清贫等同于只
能贫穷、贫苦、贫寒的观念，无疑是对清
贫精神内涵的误解。 所谓清贫之“清”，
就是清正、清廉、清明、清白；所谓清贫
之“贫”，就是要有一颗不为外物所累的
清纯之心，克己奉公，遵纪守法，能安享
“贫乐”、保持“贫洁”。 简言之，清贫就是
要“以清养廉、贫而不贪”。 党员干部要
有坚守正道、不贪歪财、清白做人、干净
干事的底线操守，有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乐于奉献、励精图治的精神追求，有
胸怀天下、包容大爱、一心为民、无私奉
献的高尚境界， 始终保持清贫自守、清
正廉洁的本色。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甘于清
贫体现的既是正道直行的品质、 穷且益
坚的气节，也是不易其志的坚守、干净干
事的修为，更是心系百姓的情怀、无往不
胜的力量， 恰如革命烈士方志敏所说：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
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

������所谓清贫之“清”，就是清正、清廉、清明、清白；所谓清贫之“贫”，就是要有一颗
不为外物所累的清纯之心，克己奉公，遵纪守法，能安享“贫乐”、保持“贫洁”。 简言
之，清贫就是要“以清养廉、贫而不贪”。 党员干部要有坚守正道、不贪歪财、清白做
人、干净干事的底线操守，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乐于奉献、励精图治的精神追求，
有胸怀天下、包容大爱、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境界，始终保持清贫自守、清正
廉洁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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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卫”不仅是为了城市荣誉
晨曦

������近日，市委书记刘继标在七一路办
事处背街小巷督查督导“创卫”时坦言：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只
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抓手，就是要通过这
个抓手凝聚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

的干劲和力量， 切实改变城市市容市
貌，提升城市形象，为广大市民创造一
个更加温馨舒心的生活环境。 ”

诚然， 国家卫生城市不仅是城市
荣誉，更是良好的市容、整洁的街巷、
清新的空气，以及基于此的惬意生活。
面对“创卫”攻坚战，我市各级各部门
必须严阵以待，全员发动、全面参与，
全力以赴、全速推进；对标国家卫生城
市标准，聚焦痛点和难点，根治各种城
市顽疾，修缮补齐城郊结合部、公园、

车站等公共场所基础设施， 让城市变
得越来越美， 让居民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

更重要的是，要让“创卫”成为一
种新常态。 “创卫”不仅是为了城市荣
誉， 更是为了让城市更好地发展。 因
此，“创卫”绝不能靠一阵风，应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 各级各部门要克服松劲
厌倦情绪，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持之
以恒抓下去。 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自觉行动，驰而不息推进“创卫”。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巩固创建成果，
不断取得新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为广
大市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 切实增强
大家的获得感。

把约束权力的“制度笼子”扎得更牢
宋海转

������日前，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了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 该《条例》对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
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
责任追究等方面， 作出了具体规定，
并将于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 该 《条
例》出台实施 ，可以起到以制度促规
范、以参与促公开、以流程促优化、以
监督堵漏洞、 以责任强担当的作用，
让行政决策权在阳光下运行，能让约
束权力的“制度笼子”扎得更加牢固。

重大行政决策关乎国家的发展，
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近年来，很多
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制度文件， 让科
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提升。 但仍有一些地方存在违法决
策、专断决策、应及时决策而久拖不决
等问题； 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
目无法落地或者匆匆下马。 这些问题
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有损营商环境，
影响改革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 可以
说，相比于贪污犯罪，领导干部的决策
失误可能有更强的“杀伤力”。

之所以有人吐槽“规划规划，不如
领导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个别领导，

习惯了长官意志 、发号施令 ，为了所
谓的政绩 ，自行其是 ，制定各种没有
广泛征集民意、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
决策。 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在建设中
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把钱用
在了装门面、 讲排场和比阔气上；有
的热衷于搞短期效应 ， 采取有条件
上、 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蛮干做法；有
的地方“前任建、后任变”。 这些“拍脑
袋” 决策造成了财政的巨大浪费，严
重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

《条例》的出台，对行政决策的权
力行使者而言， 既是约束也是保护。
《条例》规定，决策机关应当建立重大
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制度，
对决策机关违反规定造成决策严重

失误，或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而
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 、恶劣影响
的， 倒查责任并实行终身责任追究。
这是对行政决策权行使者的约束，让
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决策 。 同
时，《条例》也是对行政决策权行使者
的保护， 可以避免和减少决策失误，
让他们把有限的财力人力用在刀刃

上， 用在解决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从
而取得实实在在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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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一起校园惨案！ 令人悲痛的是，当事双方，一方是家
长，另一方是学生。

据警方通报，这起 5 月 10 日发生在江西上饶市第五小学
的持刀伤人案件，起因是学生家长王某建的女儿，与同学刘某
宸发生纠纷。 于是他持刀将 10 岁男孩刘某宸刺伤致死。 该家
长伤人后并未离开，直至警方将其带走。

因为孩子和同学之间的纠纷， 家长就拿着刀冲进教室将
孩子的同学杀害，如此极端举动，让人震惊，更让人愤慨。 目前
案件正在侦办、调查之中，事件的具体起因等内情，还有待警
方公布。 比如，涉事家长的孩子是否长期受欺负，两个孩子之
间的纠纷是否存在霸凌， 以及老师和另一方家长是否存在疏
忽，等等。 在调查结果公布前，各方都应该克制想当然的“脑
补”和“有罪推定”的冲动。

一如同类事件， 针对此事舆论场也出现了一些应当警惕
的声音。 比如，有部分网友表示，涉事家长的行为“情有可原”，
而诸如“你管教不了你的孩子，总有人替你收拾”这类“金句”，
更是引发不少网友共鸣。 这些言论看似“很有道理”，可置于如
此极端化行为中却不合时宜，甚至是荒谬的，因为它试图为暴
力行为构建一种危险的“合理性”。

事情无论发展到哪一步，家长向孩子的 10 岁同学举起利
刃，都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都为法律和社会人伦所不容。 如
果说对于校园霸凌现象不管不问是一种极端， 这种 “以暴制
暴”夺人性命的极端做法，更值得警惕。

在这一案例中，我们还可以追查一些具体的责任漏洞。 比
如媒体总结的：如果孩子双方确实存在矛盾，班主任为何未能
及时化解？ 涉事家长拿刀冲进教室，校园安保为何未能阻挡？
从一年内发生不止一起家长杀害孩子同学的事件， 到近年出
现多起针对孩子的暴力泄愤事件， 这类暴力行为突显的某种
社会心态的极端化倾向，更不容忽视。

某种社会心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 在宏观角度，避免社会的“狠
化”以及社会心态的极端化，有很多大方向。 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让人与
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保持沟通与对话，并让人坚信可以通过“讲道理”来缓解
矛盾冲突。

就如家校关系而言，近期就有媒体报道，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第一幼儿园
有家长反映，其对儿童演出服样图上的英文单词提出质疑后，被老师要求换班
并被移出班级群聊。家长提出意见就被踢出群，这显然不是一种对话的姿态。如
果这样的例子多了，一个人动辄遭遇“一言不合就……”式对待，可能产生“传染
效应”，暴力举动也就可能变得更多。

当然，家长杀害孩子同学的案件，无论如何都只是极端个案。各方面需要反
思，但不必渲染紧张情绪，导致对学生之间正常关系的过度提防。目前有个别声
音呼吁：“家长自己一定教育孩子，不要和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玩耍（有可能起
纠纷），不要和同学多说话（有可能吵架）……”这种应对方式，显然难言理性。

孩子之间的纠纷，最终引发家长杀害孩子同学的“黑天鹅”事件，并引发一
些人的共情，这是教育问题，也未尝不是社会问题。 一个平和、包容、理性的社
会，不会为动辄诉诸暴力乃至“一了百了”的社会心态提供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