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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志峰、 李景丽夫妇正在给一棵
绢质布料白菜上色。

②陈志峰传授工人绢艺制作的技
艺。

③李景丽的绢艺作品惟妙惟肖。
④李景丽指导工人制作白菜造型的

绢艺作品。
⑤夫唱妇随。
⑥陈志峰对作品精益求精。
⑦夫妇俩指导工人制作绢艺作品。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据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日前消息 ，淮
安市一位市民钱先生遇到了奇葩证明的问

题：证明“我爸是我爸”。 钱先生打算将已经
去世的父亲的住房公积金取出来 ，住房公积
金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 提取他父亲的
公积金需要到公证处公证 。 淮安市公证处
则要求钱先生开具多项证明 ， 其中一项是
父子关系的证明。为了办理这些证明 ，他跑
遍了户口所在地的街道 、 社区和派出所 ，
但各个单位均无法给出他想要的证明材

料 。
这样的新闻屡见报端 ， 似乎已经称不

上新闻了 。 前段时间 ， 广东虎门某学校要
求部分学生家长先开具亲子鉴定证明才能

入学 。 去年年底 ， 南京某派出所开具了一
份证明： ××生活区 201幢 2单元 301室即
是 201幢二单元 301室， 二者是同一地址，
特此证明 。 同时附言 ： “请相关部门多为

老百姓考虑 ， 不要让老百姓跑来跑去耽误
时间。”

为什么奇葩证明屡见不鲜， 以至于成为
难以治理的 “顽疾”？

其实，证明本身并没有错，在现代公共生
活中， 确实需要用到各种证明来保证人们的
行为合法合规。但同时，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甚
至没法办的证明也混杂其中，让人们吃够了
苦头 。 要求证明的机构只是张一张嘴 ，提
供证明的个人却可能跑断了腿 ，甚至像钱
先生这样 ， 跑断腿还开不到需要的证明 ，
那就真的悲催了。

奇葩证明无法根除， 说到底， 还是权力
的傲慢性在作祟。 一些机构部门手上有了一
些权力， 能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却没
有把为老百姓服务放在心上， 而只是想着自
己方便。 多要求一份证明， 并不会增加自己
的工作量 ， 只是麻烦前来办事的老百姓而

已， 有什么要紧？ 但取消一份证明， 却需要
承担一定的责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
宁可多开证明吧！

以淮安市公证处为例， 该处主任表示 ，
未来， 他们也将推行绿色继承制度， 简化市
民的办事流程。 可见， 他们也认识到市民的
办事流程是烦琐的， 并且是可以简化的。 但
是， 在媒体报道之前， 为什么就不主动简化
呢？

简政放权是一场自我革命 ， 牵涉到方
方面面的利益 。 一个小小的证明看似简
单 ， 却也需要有关部门勇于承担责任 ， 乐
于为民服务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不妨积极
发挥自下而上的力量 ， 畅通百姓投诉渠
道 ， 鼓励百姓监督工作 ， 对于人民满意程
度低的单位 、 部门 ， 切实进行惩戒并及时
公之于众 。 如此 ， 才能将奇葩证明扼杀在
萌芽状态。

“为政之要， 莫先于用人。” 选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样的干部， 怎么激励干部， 如何能上能
下， 始终是保持干部队伍战斗力、 关乎兴衰成
败的大事。

有人说， 用人是一门 “技术活”。 人尽其用
就是让骏马到草原驰骋、 让雄鹰去搏击长空。
选人用人不只是 “技术活”， 更是 “政治活”，
最重要的是把好用人导向的 “方向盘”， 用好评
价标准的 “指挥棒”， 体现事业为上的价值取
向。

这一点， 在中办日前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
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通读
全文， “大力选拔敢于负责、 勇于担当、 善于
作为、 实绩突出的干部” 的导向格外鲜明， 对
考核评价科学性、 针对性、 可操作性的要求十
分明确。 字里行间， 处处体现着让优者上、 庸
者下、 劣者汰的标准和机制。

改革伊始， 一部叫作 《乔厂长上任记》 的
小说曾风靡一时。 面对工人积极性缺失、 干部
之间矛盾重重的困境 ， 乔厂长能够勇敢地说
“就得这么干”。 众多读者视他为敢负责、 敢挑
担、 敢改革的代表，发出用人制度“不改真的不
行了”的感慨。 读者的感慨，折射出人们对想干
事 、能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的渴求 。 今天又何
尝不是如此？ 进入新时代，无数攻城拔寨的任
务在等待干部带头冲锋 、迎难而上 。 “对个性
鲜明 、坚持原则 、敢抓敢管 、不怕得罪人的干
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 ”“突出实践实干
实效 ，让那些想干事 、能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
有机会有舞台 。 ” 正是要旗帜鲜明地把有担
当、有作为的干部用起来。

置身新时代 ， 有为才有位 。 把好 “方向
盘”， 就是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 需要什么样
的人、 不用什么样的人， 力挺哪些人、 提防哪
些人， 让好干部标准在每一项人事使用中得到
具体体现； 用好 “指挥棒”， 则是从 “考什么、
如何考、 结果怎么用” 等方面提出要求， 凸显
干部考核工作的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 效果导
向， 按照规定该重用的大胆重用， 该容错的大

胆容错 ， 该调整的大胆调整 ， 调动和保护好
各区域 、 各战线 、 各层级干部的积极性。

《意见》 中的七条要求， 每一条都有很强的
现实针对性。 在个别地方， 说起来是一套标准，
做起来是另一种态度， 一边是 “鞭打快牛”， 一
边却总让老黄牛吃亏。 在少数单位， 破解难题
时就把闯将当作排头兵靠前用， 出现失误时则
把他们当 “责任人” 往前推。 在一些上级领导
眼里， 表态多、 调门高的干部更 “讨喜”， 哪怕
行动少、 落实差也无所谓。 最后的结果， 是干
与不干、 干多干少、 干好干坏一个样， 甚至导
致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果。 对此， 中组部负
责人强调， 组织部门将严格督促检查， 确保文
件精神落地见效 。 有了这样的态度和作风 ，
《意见》 确立的导向才可能在实践中收到真正的
实效。

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提振干部士气， 需要
踏踏实实的探索， 更需要识人辨人的智慧。 现
实中， 忠于职守、 担当奉献的干部常常默默无
闻， 而 “机灵活泛” 的干部却擅长包装， 只有
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担当又看大事要事难事中的

表现， 才能高下立判、 明确区分 。 在无明确
限制的领域探索试验出现失误怎么办 ？ 在
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走了弯路怎么算 ？ 只有坚
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 原则，
坚持事业为上、 实事求是、 依纪依法、 容纠并
举， 不让勇敢担责者寒心， 也不让厚爱变为溺
爱和放纵。

“共产党员为什么怕？ 为什么不敢讲话？ 为
什么不敢负责任？” 邓小平同志曾有如此 “三
问”， 坚持原则 、 勇于担当的气概溢于言表 ，
对干部敢打敢冲敢拼的期待溢于言表 。 让干
部想为会为敢为 ， 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 ：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 激励和约束并
重， 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建立激励机制
和容错纠错机制 ， 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
当 、 踏实做事 、 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
建立这样一套体制机制， 选用一批 “铁一般信
仰 、 铁一般信念 、 铁一般纪律、 铁一般担当”
的干部队伍， 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无往而不胜。

把好“方向盘”用好“指挥棒”
仁 民

证明“我爸是我爸”：奇葩证明为何总出现
土土绒

大白菜苍翠欲滴，水萝卜葱绿水灵，小蝈蝈
栩栩如生， 还有抖动着翅膀捕捉害虫的七星瓢
虫。 它们逼真、形象、传神，令人耳目一新。 如果
不是事先有所了解， 已知这是以绢丝为主要材
料制作的工艺品，只凭眼看，会心生恍惚，误以
为闯到了谁家的菜园子里。5月 25日，在陈氏绢
艺工作室， 记者采访了正在给一棵绢质布料白
菜制作根须的陈志峰。

今年 44岁的陈志峰，出身绢艺世家，濮阳
县前马寨村人。 他告诉记者，陈氏绢艺自第一
代艺人陈丁云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陈志
峰说 ， 他的祖父陈丁云的绢艺作品主要为戏
服。 因戏服做工考究 、图案鲜活 ，在具备实用
功能的同时，兼具欣赏和收藏价值。 到了他父
亲陈计安时，绢艺制作技艺有了质的飞跃。 这
一方面得益于父亲的心灵手巧 ，另一方面则
得益于母亲的全力辅助 。 母亲叫秦三起 ，是
滑县秦氏绢艺第十代传人秦书田的女儿 。 她
的加入 ， 为陈氏绢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
力。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陈志峰的妻子李

景丽对绢艺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 李景丽说，
当初谈恋爱那会儿 ， 别人的定情物一般是戒
指、手环、项链什么的，而陈志峰的定情物是两
只布做的蝴蝶。 虽然与预期的礼物不一样，但
就是那两只蝴蝶 ，只轻轻地扇了扇翅膀 ，就在
她的内心掀起一场情感的风暴， 她当即决定与
他长相厮守一辈子。 现在，李景丽已是陈志峰的
得力助手，可以为作品裁样、上色、组装了。 夫妇
俩携手绢艺，夫唱妇随。

问起从业经历， 陈志峰有些难为情地说，
这是一笔糊涂账， 因为不知从何时算起。 一旁
的李景丽笑了， 接过话茬儿说： “听俺公公婆
婆说， 志峰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就开始给爹娘

打下手了。 小时候， 他最感兴趣的事， 是模仿
大人的样子制作蝈蝈、 蚂蚱、 蝴蝶、 蟋蟀、 金
蝉等一些昆虫。”

从小就受到绢艺艺术熏陶的陈志峰， 深得
父母真传。 陈志峰的作品，无论是古装仕女，还
是瓜果菜蔬，抑或是花鸟虫鱼，皆惟妙惟肖。 他
说，愈是小的作品， 用料愈复杂， 做工愈精细，
愈考验人的技艺、 耐心和毅力。 比如一只小小
的蝈蝈， 通常要动用大缎子、 平缎子、 绉缎子、
绫子、 纺绸、 乔其纱、 洋纺等多种绢丝， 须、
眼、 头、 身、 翅、 腿的材质各不相同。 然后，
再经过 118道工序， 耗时 20天甚至一个月， 才
能让蝈蝈的眼睛炯炯有神， 长须柔中带刚， 翅

膀吹弹得破， 腿皆弯曲有度、 弹跳在即……通
常一只蝈蝈做 “活” 了， 陈志峰也会累得头晕
眼花、 腰酸背痛， 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为更好地发扬光大绢艺事业，陈志峰专门
拜绢艺大师秦三杰为师 。 秦三杰是秦氏绢艺
的第十一代传人 ， 其作品曾得到国学大师启
功、著名作家冯骥才等名家的赞誉和题词 ，在
海外也颇有名气 。 尽管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
甥， 但两人还是按传统规矩行了严格的师生之
礼。 舅舅的悉心指导，加上自己的苦心钻研，陈
志峰对绢艺的认识和理解，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 陈志峰自我加压， 要求自己既融合两家之
长，又不断推陈出新，慢慢形成了陈氏绢艺的特

色。
慢工出细活，慢中见精神。 一个“慢”字，道

出陈氏绢艺的精髓要义。 陈志峰告诉记者：因其
慢，才能保证每一件作品具有不变形、不褪色、
不变质的特点；也是因其慢，才能保证每一件作
品的清明之气、独到之韵、高雅之趣。 2011年 10
月，他的作品《睡美人》在烟台举办的中国第六
届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2011年 12
月，他的作品《中华儿女》在首届中国徐州工艺
美术品、国际礼品、收藏品交易博览会上荣获金
奖；2013年 9月，在河南省文联主办的中原六省
中秋民间文化艺术联展活动中，他的作品《花好
月圆》荣获金奖；2014年 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中国梦 乡土情”河南民
间工艺美术邀请展中，他的作品《财遂人意》荣
获金奖。 2014年，他被河南省文联授予“工艺美
术家”称号；今年 4月，他被我市总工会选树为
“濮阳大工匠”。

陈志峰屡获大奖， 其事迹多次被中央电视
台、河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其作品远销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十几个大城市。

携手绢艺 夫唱妇随
本报记者 高林 刘文华 摄影报道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读书的方法， 这些方法
在历代读书人中流传甚广。 比如：诸葛亮的“观
其大略”读书法是泛读大概，汲取精华，掌握其
实质；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是删繁就简，倡
导独立思考；郑板桥的 “精当 ”读书法是求精
不求多，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欧阳修的“计
字日诵”读书法是每日定量计字 ，细水长流 ，
集腋成裘 ；顾炎武的“三读”读书法是“复读”
“抄读”“游戏”，动口动手动脑……

在这些读书方法中，苏东坡的“八面受敌”
读书法自成一派。传说苏东坡的侄女婿王庠向
其请教读书的方法，苏东坡回信道：“书之富如
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
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

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
余念。 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
类，亦如之他皆仿此。 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
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

苏东坡用这种方法读 《汉书》， 将 《汉书》
分为治道、 人物、 地理、 官制、 兵法、 财货等
几个方面， 每读一遍都有明确的目的。 读第一
遍， 从中学习治世之道； 读第二遍， 学用兵方
法； 读第三遍， 去研究人物和官制等。 这样读
了几遍之后，他对《汉书》各方面的内容都了解
得非常透彻。

今天再重温这段往事，有其现实意义。 网
络时代，知识爆炸，现在书之繁富远甚于苏东坡
的时代，更是尽人之精力所不能尽取。 一则人们

抱怨没有时间读书，二则又抱怨读了书“撂爪就
忘”。于是，搜索式阅读、跳跃式阅读、标题式阅
读、碎片化阅读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更有人读
书后将书摘出其大意来供没有时间读书的

人获取信息。 如此功利性的浅阅读固然难得
精髓，但也聊胜于无。

伟大的书，往往需要艰涩地读。 读书，于个
人成长也是一种修炼。 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有
这样的体会： 心态平静才能读得懂书、 读得进
书， 才能在阅读中潜移默化提升个人的素养。
读书要用“巧力”，读得巧、读得实、读得深，懂
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书呆子，不让有害信息
填充我们的头脑。这成为网络时代读书的一个
重要方法。

网络时代也别放弃慢阅读
张 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