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 成 绩 打 个“折 ”

桑林峰
据报道，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试验

田收割以后，第
5

号田
0.897

亩产稻谷
1172.5

公斤，按通行的“七五折”计算，每亩净产量
为
980.4

公斤。对此，袁隆平不为所动，主动
说服验收专家组放弃通行的“七五折”，改
用更苛刻的标准计算净出率。 最终公布的
结果是亩产

926.6

公斤。

渴望成绩，宣扬成绩，是人之常情。但面对
成绩，不能一味夸大，应站在尊重事实的基础
上，客观分析成绩的含金量，最大限度地挤掉
成绩中的水分。这才是正确对待成绩的态度。

古人云：“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
立也。”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却不能正确对待
成绩。有的追求“窗户上挂喇叭———名声在
外”，事情没做多少，便“拉长、吹大、垫高”，

“精心包装，隆重推出”；有的在试点先行、经
验总结时， 把自己的做法说得完美无缺，好
像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有的甚至把想法说成
做法、把估计说成统计、把预期说成结果、把
别人的事说成自己的事。 殊不知，“浓于功
业，生造作病；浓于名誉，生矫激病”，如此对
待成绩，等到光环散尽、泡沫吹掉、水分挤

干、原形毕露时，丢丑的只能是自己。

成绩美在货真价实。肥皂泡的颜色再鲜
艳，也经不起阳光的暴晒；气球吹得再大，也
经不起小小针尖的检验。工作成绩连着单位
发展实力，关系百姓的幸福指数，来不得半点
浮夸和虚假。重大科学决策的实施，取决于试
点先行的经验总结；国家整体实力的评估，来
源于各单位上报的各种数据。如果探索的经
验、上报的数据水分过大、出入太多，就会影
响科学决策，贻误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

当然，有了成绩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没有必要为“打折”而“打折”。但一些成绩
的取得，有的是在实验阶段，有的汇集单位
精英之力，还有的甚至是借助“外脑”完成
的，并不代表单位的实际水平。这种时候给
成绩“打打折”，才是符合客观的，才能真正
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碑不自立，绩由人传；石碑好立，心碑
难立；高风大德，有口皆碑。历史是最公正
的裁判。贪大喜功、梦想美名远扬之人，往
往得不到人们认可； 而俯首为民、 不计得
失、淡泊名利的人，反倒容易让群众传颂，

留下口碑丰碑。党员领导干部面对成绩时，

切不可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夸大其词，一
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本着对人民负责、

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科学评估
本单位取得的成绩，该打折的打折，该挤水
的挤水，真正能让成绩晒在阳光下，经得起
事实的检验。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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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亟须顶层设计

宗明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的光”。不

幸的是，近些年来，这束“光”有些黯淡：文
艺创作，掉入了“虚假繁荣、创意贫瘠”的
瓶颈，在“题材趋同、照搬成风”中尽显平
庸。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目前国
内的文艺作品创造力不够，

90%

作品是复
制品”，一语道破了尴尬的现状。

文学中，弥望的是“舶来品”；荧屏上，

旧题材翻拍不止； 文化风尚里，“山寨风”

经久不息……“文艺复制”，勾勒出了文艺
创作的萧条生态。“原创不足，戏仿来凑”，

也成了“中国制造”的现实窘境。创造性稀
缺、想象力干枯，造成审美意蕴的匮乏、文
化价值的损耗， 也带来文化认同的断裂。

山寨之流弊，体现出当下的文化彷徨。

技术升级了，产量增加了，为何我们
的文艺创作，仍是“低水平地起哄”，仍在
“无新意”的泥潭里打转转？说到底，文化
创意不是“新技术、重投入”的简单叠加。

它好比新苗嫩枝， 需要植根在社会沃壤
上，方能茁壮成长，技术只是养料。当体制
秩序呈现“倒挂局面”，文化创意难免成一
潭死水，失去生机。

创意不是“宫廷戏”、“穿越剧”的轮番
轰炸，向壁虚造、无病呻吟的文学叙事。它

关乎现实基础上的艺术提炼，剥离了“程
式化”的放飞想象，避免“一律化”的另辟
蹊径。观照现实、发散想象，文化创意方能
“有源头活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
就说，文艺“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坚决、深
入的批评———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
矛冲向风车”。

很可惜，看看国内的文艺作品，发掘
现实、针砭时弊的极为罕见；无关痛痒的
劣质品层出不穷。文艺奉行“拿来主义”，

照搬他人套路，也是泛消费逻辑的价值迷
失。不少流行文学、影视剧，“山寨至死”，

一头埋进矫饰化、戏仿化的泥沼，就是妄
图在名利的麦田里，肆意地收割“稻子”。

其结果，内容空洞、叙事单调、文本滥俗的
文艺大行其道。 淘汰粗制滥造的文艺，离
不开市场语境下的自由裁汰。

“文艺复制”，还昭示出版权保护的残
缺。版权意识淡薄，成了山寨通行的温床；

稿费低下，消减着文艺创造的动力。

柳斌杰表示，为鼓励文化创意，今后
政府将设立专门的扶持体制、基金。笔者
以为： 鼓励文艺创新不仅要有扶持的基
金，更要有文艺创造的顶层设计。

（据《中国青年报》）

“学习日不办公”,那学习目的是什么

邓为
11

月
18

日下午
,

银川部分市民到市医疗
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办事却失望而归

,

中心门
口贴着通知

:

每周五下午干部职工理论和业
务学习

,

届时停止办公
,

通知落款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

(1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

)

正如许多吃了闭门羹的群众所抱怨的
那样

,

理论和业务学习的目的本来是更好
地服务群众

,

为群众办事
,

这下“学习”反而
变成了不办事的理由。 一周五天的办事时
间
,

变成了四天半。这样的学习
,

说白了就是
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

拿内部规定这样的鸡
毛当令箭

,

根本不考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

学习日不办公自然不是银川医保中心
的首创和专利

,

这种“不办公学习”的陋习
由来久矣。当然

,

各部门组织理论和业务学
习
,

自然是必要的
,

通过这种学习
,

来提高自
己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

,

更好地为公众
服务。但这里必须厘清的是

,

任何形式的学
习都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利益为代价。 换句
话说

,

学习的目的应是“学习更好地办公”

,

而不是动辄就异化为“学习日不办公”。

事实上
,

之所以造成这种动辄就占用工

作时间来“学习”的陋习
,

与很多单位对学习
的考核方式有关。这种考核

,

不是以工作态
度好不好、工作效率高不高、群众满意不满
意为标准

,

反而把集体“学习时间”的多寡作
为一项重要考核

,

这样一来
,

这种“学习不办
公”的陈规陋习

,

渐渐就变成了一种“潜”制
度
,

一些机关习以为常
,

公众无奈见怪不怪。

其实
,

在学习与办公的关系上
,

机关应该
好好学学企业。哪个企业都有培训

,

每个职
工都有学习

,

但无论哪个企业
,

恐怕也不会出
现这种因为学习而耽误客户的问题

,

即使是
必需的集中学习

,

也会安排专门的员工来值
班
,

断不至于影响正常工作。说白了
,

某些机
关之所以出现“学习日不办公”的荒唐事

,

最
根本的原因

,

还在于对权力的约束不到位
,

很
多群众尽管远道而来

,

失望而归
,

但也顶多只
是发发牢骚

,

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

看来
,

让“学习日不办公”的陋习寿终
正寝

,

最重要的
,

恐怕还是要让民众的有效
监督真正变成现实

,

让机关的考核真正以
群众满意为主要标准。

（据《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