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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南宋诗

人翁森曾写过诗歌《四时读书乐》，认为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读书各有独特的乐趣。 但事实证明，在平
淡的四季转换中读书，或许不如某些特殊时期更令
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人们
无论是读书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平时。 据
一家社交媒体发布的《2020网民阅读报告》显示，
疫情防控期间，56.2%的受访者表示读书量有所增
加，三成多网民的读书量甚至超过了过去一年的总
和。 而另一家主营电子书的网站发布的报告也显
示，有超过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阅
读量较平日有所增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疫情迫使生活的节奏慢了
下来，以往匆匆流逝不知去往何方的时间似乎一下
子多了起来， 人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抚卷细思。
虽然病毒阻挡了外出的脚步，但阅读让我们的精神
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 最能代表这种阅读主张
的，莫过于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在武汉一所方舱
医院里，一位戴着口罩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仍然手

捧书籍、专注阅读，将喧嚣与不安隔在了书籍之外。
有人说，“有书香滋润的灵魂不会枯萎”。 的确，在
困境中寻找方向，在逆境中寻找支撑，还有什么比
书籍更能抚慰心灵、鼓舞斗志呢？

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无疑足够幸运。 很多人还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常为了买到一本新书
而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队，为了留住一本心爱的名
著而连续几夜不眠不休地抄书。 今天，中国每年
出版新书多达几十万种，纸质书、电子书等任人
选择，即便足不出户也能畅享好书。 从这个角度
来说，人们离书更近了。 但随着方寸屏开始占据
更多人的阅读时间， 人们似乎又离书越来越远
了。 我们在朋友圈里点赞，在微博上查看热搜，在
兴趣小组里寻找影评，手机跳出的弹窗将我们带
往新奇丰富的网络世界。 数据显示，近十余年来，
我国人均年阅读量一直徘徊在 5本以下。 有人担
忧，在数字化时代，阅读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
浅，越来越碎片化，人们越来越没有耐心阅读稍
微厚一点的图书。

看到这样的倾向，有些人通过深度阅读，改变
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也带动更多的人回归书本。 在
疫情防控期间，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特意精选了《四
书章句集注》《乡土中国》《梦的解析》等电子书，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推送给读者。这些严肃的经
典著作再次引起读者的兴趣，目前已收到师生们的
上百篇书评。 当类似的阅读不断叠加，就能引领更
多的人游向书海的深处。

书籍尤其是经典书籍是承载知识和记忆的宝
库，探索这座宝库里的珍藏，需要耐心、沉静和时
间。 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也让我们暂别了匆
忙、浮躁，为我们创造了亲近经典的机缘。很多人利
用这段特殊时期， 拿起了曾经想读而没有时间读、
读过还想重读的书，在阅读中获得精神的慰藉与知
识的提升。 而在更长远的人生之路上，我们需要涵
养更多的沉静与耐心，让一本本好书陪伴我们度过
每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让书籍成为一块块铺路
石，引领我们稳稳地走向人生的开阔处。

文 /张贺 据《人民日报》

“揭榜挂帅”释放创新信号

一句“揭榜挂帅”，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平添几分豪气。 在谈到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时，报告指出，提高科技
创新支撑能力，“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
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重点攻关项目“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
干，话说得够直白，释放出的信号也很清晰，那
就是要打破人才机制上的条条框框， 深度激发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 悬赏制模式，体现了以重大
需求为引导、以竞争机制为手段、以解决问题为
目标的思路，彰显了国家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破除人才论资排辈的决心。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思想解放带来的创
新大潮，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奇迹。疫情影响下，
经济增长呼唤更多动能，改革创新的需求愈发
迫切。 作为智慧凝聚的高地，科技界当领风气
之先。 而“揭榜挂帅”这一举措能够充分发挥
各个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使得重点项目的攻关
得到高效落实和迅速推进，有利于培育一批有
竞争力、能打胜仗、能打硬仗的技术能手和产
业尖兵。

文 /图 朱慧卿 据《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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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是党性，是形象，是能力，更是攻坚
克难、抓好工作落实的不二法则。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虽然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条条都
是硬指标，都是攻坚战。要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
定性基础，压力之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
困难再大，大不过人的意志；挑战再多，多不
过人的智慧。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我们慎终
如始、保持定力，越需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越需要我们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用硬
措施啃下硬骨头，用硬功夫完成硬任务。
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全国两会期

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
济界委员时强调，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
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
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对
全党同志、全国上下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
所谓“大者”，即事关全局、事关根本、事关党
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具有全面性、方
向性、战略性的意义。 党员干部干工作、抓落
实要做到心中有“数”，认准方向、胸怀大局，
精准把握发展形势，精准把握目标任务、职责
使命、工作要求，以“答题交卷”的状态明确
职责、分解任务，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务虚
功、不采华名，把“六稳”“六保”、脱贫攻坚
等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具体。

要坚持政绩为民的价值取向。“为什么
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
题？ ”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既要明确朝着什么
方向干，也要明确为谁而干。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党没有自己
特殊的利益，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
在第一位，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
的政绩， 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
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是初心使然，党性所
系， 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
的力量源泉。 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
政绩为民的价值取向，真抓才有动力，实干才
有目标，越干越起劲、越干越会干，通过实干

兑现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以钉钉子精神抓
落实。 落实抓不好，再好
的方针政策、思路措施也
会落空，再伟大的目标任
务也实现不了。党员干部
在工作落实上， 首先，要
有真“抓”的行动。 随时
保持冲锋状态、 战斗姿
态，事不避难，敢于啃硬
骨头；有“等不起”的紧
迫感、“慢不得” 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
立说立行、紧抓快干。 其
次，要有落“实”的招数。
善于把上级指示与自身
实际结合起来，研究制定
符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具
体行动方案，拿出切实可
行的落实举措，推动各项
工作往实处落、 往深里
落、往末端落。 再次，要有求“实”的作风。 落
而不实，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质是作风问
题。强调抓落实要“实”，就要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让一切工作脱虚向实， 实打实地
抓，硬碰硬地落，实现从开局实、过程实到结
果实的全程闭合，避免实际工作在一片“落
实”声中“落空”。

对党员干部来说， 实干是党性， 是形
象，是能力，更是攻坚克难、抓好工作落实
的不二法则。 2020年，我们将在战胜各种风
险挑战中完成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笔。 梦想在前，使命在肩，我们
当秉持“唯有干事、别无他求”的理念，盯
着目标任务干，迎着人民的期许干，凝聚力
量同心干， 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任务努力拼搏， 用坚实的步履踏出铿锵的
前进足音。

文 /向贤彪 据《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