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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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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画中话

《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总书记和乡亲
们的脱贫故事》，里面写到这样一个细节——
曾在宁德地委工作的同志回忆起那时：“一年
里他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入户看得很细，不
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
铺盖。”

掀一掀群众的锅盖、桌盖、铺盖，是因为
习近平同志心里总是记挂着老百姓吃得好不
好，住得暖不暖，是因为锅盖、桌盖、铺盖里，
装着群众真实的吃穿用度。“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
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正是在宁德工
作时，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形成
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四下基层”不仅是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的生动写照，更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做好群众工作的“金钥匙”。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践行“四下基层”、
深化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
动。对很多党员干部来说，往项目现场去、到
背街小巷看、与基层群众聊、朝田间地头跑本
就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第二批主题
教育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更加直接、更加贴
近，要求也更高。新年伊始，各级党员干部纷
纷下沉一线、奔赴基层，问需、问计、问效于
民。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吃
饱、穿暖、睡好已经不再是难事，但是“多掀掀
群众的锅盖、桌盖、铺盖”中蕴含的务实态度
和为民情怀，更应当在下基层过程中一以贯
之地贯彻传承，尤其要实打实了解需求、硬碰
硬解决问题。

做到真下去。所谓真下去，就是既“身

下”基层，更“心下”基层、“情下”基层。毛泽东
同志对调查研究提出的两个方法之一，便是

“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曾经有基
层干部办公室来了位新同事，无论晴天下雨
他总是把裤腿卷得老高。大家问他为什么
喜欢把裤腿卷起来，他回答“平时在乡上经
常去村里习惯了”。党员干部下基层，不体
验一下鞋子沾满泥、裤腿卷过膝的滋味，怎
能听民心知民意、排民忧解民难？多掀掀群
众的锅盖、桌盖、铺盖，就要真的来到老乡屋
里厢、来到田间地头，到问题多、困难多、矛
盾多的地方去。谁在田埂上待得久、走得
实、问得细，谁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重得
多、留得久。

拿出真办法。眼睛向下、扑下身子，是
为了击中“痛处”、挠到“痒处”。这些痛处、
痒处，其实也是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
盼、民心所向的问题。多掀掀群众的锅盖、

桌盖、铺盖，以前聚焦的是群众的吃住用，在
当下的语境中，更应强调的是聚焦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梳理群众最不满意
事项和最希望解决的事项，真正想企业和
群众之所想、急企业和群众之所急。同时，
也要帮助基层干部厘清发展思路、打通工
作堵点，鼓励基层干部放开手脚干事、勇于
担 当 负 责 。 下 基 层 不 能 停 留 在“ 一 下 了
之”，否则就是“下了，又好像没下”，群众的
问题仍悬而未决。下到基层，目的就是了
解群众最急、最盼、最想的事，解题解到群众
和基层干部的心坎里，将“问题清单”转化为

“成效清单”。
多掀掀群众的锅盖、桌盖、铺盖，说白了

就是为了实打实了解需求、硬碰硬解决问
题。通过为基层主动服务、减轻负担，真正让
基层干部群众认同认可、有感有得，以为民造
福、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多掀掀群众的锅盖桌盖铺盖
逯海涛

最近，延续多时的大学校园开放之争，有
了重要回应：教育部网站 1 月 2 日发布《关于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04329 号（教育事业类 428 号）提案答复的函》
指出，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
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
会。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建
立健全校园安全风险防控机制，依法保障高
校合法权益。

从去年开始，社会各界对大学校园“闭门谢
客”现象的讨论就持续不断，直到北京大学教师

“跨栏”进出呼吁改变门禁事件而达到了高潮。
面对开放呼声，一些高校率先表态，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此前已发文，明确向
社会开放校园，社会人员可通过预约、登记或直
接刷身份证进入校园，但仍有部分声音不满局
部开放和预约进入的形式。

讨论大学该不该开放，不能忘了一个大
前提：按照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
校“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也就是
说，根据法规高校可以决定是否向社会公众
开放校园。在此前提下公众能做的，不是用
舆论压力强行“叩门”，而是要冷静理性地与
高校管理者商榷：开门，究竟是利大于弊，还
是弊大于利？

大学开门的理由，各方已经列举很多。
让公众亲近学府、亲近知识，得见“大学之
大”，展现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公立大学主要资源来自国家
财政公共投入，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资源本应向社会开
放，我国高校在教学、科研之外本就具有社会服务功能；保留
大众对知识殿堂的接近权，斩断灰色研学产业链；关上大门的
大学，恐怕再无各类励志的“旁听生美谈”了⋯⋯这些理由从
公众立场出发，说的都在理；站在高校立场，开放亦有必要。

打开校园大门，获益的不止外来者。高校是社会系统的
一个基本单元，不可能独立在系统之外。马克思说，人是社会
关系的总和。对大学生来说，融入城市、融入社会是不可或缺
的成长历程。“大门紧闭”的物理空间隔绝久了，精神层面和心
理层面的隔绝也就慢慢形成。而有形的门好开，无形的门
难破。

但一直有一个重要理由阻碍大学校园开放——管理负
担。疫情期间不得已的封闭管理，让校园少了很多“聒噪”，管
理者也感受到了“闭门谢客”的省心省事。可是如果因此怠于
开门，恐怕说不过去。事实上，在疫情之前随意进出是很多大
学的常态，校园并没有因此乱得不成样子。教室、草坪、食堂、
体育馆里的社会人士与师生相互往来、各安其分，成为校园一
景。坦白地讲，如何管好开放后的校园、应该开放到何种程
度，并没有技术上的难点，有的只是观念和认识上的障碍。

开放大学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是疫情过后社会恢复常
态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大学应该是社会风气的
引领者，大学师生应该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构建者，在保留校园
开与不开、怎么开的权利前提下，好好研究办学理念与开放之
道间的关系，是高校管理者的必修课。

教育部的答复函同时指出，将指导高校完善相关管理制
度，在不影响学校正常秩序和师生学习生活的前提下，使校园
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相信不久我们就会看到，大学校
园将重现象征包容开放的人来人往。

大学开放

本该如此张

萍

寒假是机构开展集中住宿艺考培训期，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4年寒假期间校外培
训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健全校外培训执法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开展执法。对违规培训
多发的商务楼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排查，严防严查隐匿在酒店、咖啡厅、居民楼等场所违规开
展的学科类培训。强化对重点机构和人员的管理，用好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严厉打击以“家政服务”

“众筹私教”“游学研学”“冬令营”等名义进行的变相违规培训。 图文均据新华社

严打变相违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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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有礼、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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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广 告 · 浙 江 省 文 明 办 宣

唯 实 惟 先 开 放 大 气 重 诺 守 信

娄依兴

浙东唐诗之路，是以唐代诗人在浙东地区
游历、生活的行迹为纽带，由沿途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串联而成的诗歌文化线路，是一条历
史底蕴深厚、文化气息浓郁、充满诗情画意的
路。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唐诗之路已成为“诗
画江南、活力浙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笔者曾沿着浙东唐诗之路行走了许多地
方，深切地感受到这条诗路独特的文化内
涵。沿途许多景点与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资
源非常契合，但诗路标识还可以更多一些、更
明显一些，诗路的整体特色还可以更突出一
些，视觉冲击力还可以更强一些。在参观古
长城时，我对若干公里一设的烽火台留下了
深刻印象。受此启发，我联想到浙东唐诗之
路的建设，也可以在沿途搞一些杭、绍、台三
市联通规制基本统一的唐诗碑亭。根据沿途
景致，若干公里设一个，既有体现浙东唐诗之
路共同特色的共性，也有体现当地自然人文
特色的个性，重点应当体现唐诗特色、人文气
息和乡土元素。

唐诗是浙东唐诗之路的根本所在，诗路
碑亭必须体现唐诗特色。白居易的“几处早
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写出了杭州西
湖的早春；李绅的“岚光花影绕山阴，山转花
稀到碧浔”，写出了绍兴的景致佳胜；李白的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写出了
天台山的令人向往。每个碑亭可以找一两句
最有代表性、最能体现本地特色的诗句作为
主题。

诗路碑亭应当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这
种人文气息，不光体现在一首首精美的唐诗
上，同时还应当体现在碑亭的建筑样式，直至
碑亭建筑的每一处构件上；体现在诗歌内容
的展现形式上；体现在诗路碑亭的整体风貌
及其连结方式上。碑亭的人文气息，既要在
整体风貌上大放异彩，也要在局部细节上独
具匠心。

诗路碑亭离不开必要的乡土元素。浙东
唐诗之路上，既有像西陵、镜湖、兰亭、大禹
陵、国清寺、赤城山、桐柏山、桃源洞、寒岩这
样知名度很高的景点，也有像灵溪、南岩、渔
浦之类知名度不是很高但颇有文化底蕴的所
在，还有像贺知章故里、严维园林等特色鲜明
的吟咏地。这些地方虽然同在浙东，但在自
然风貌、文化内涵与乡土物产方面，则各具特
色、各有千秋。在浙东唐诗之路的诗路碑亭
上，各地的乡土元素应当得以充分表达。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也是在创造属于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将为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增光添彩。

塑造唐诗之路的文化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