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18005502677 18655080888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刷

2024年12月19日 星期四
言 论言 论3

戏画闲言

石 说 寓 言

□本版责编：杨秋燕 □版式：徐 岩 □校对：刘鑫鑫
□电子信箱：czrbyl@163.com

议 论 风 生

田志仁/绘

哲理漫画

各 抒 己 见

□梁 新

为什么重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还能存活？为什么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会成为“打不死的小强”？一个
重要原因，尽管轰轰烈烈，却没有打到形式
主义的“七寸”上。

清代奇人王有光在《吴下谚联·打蛇打在
七寸》里写道：“蛇有七寸，在头之下，腹之上，
觑得清，击得重，制其要害之处，得之矣。”打
蛇如果不打七寸，就是用力再大，也只是重击
了蛇的脊椎。蛇可能会因为缺血昏死一段时
间，等它醒来还会咬人，还会伤及性命。这或
许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时“治”好了，过
了一段时间，风声不再紧时，还会死灰复燃的
一个原因。声势浩大、轰轰烈烈重打“蛇的脊
椎”，也会看到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成
效，却原来只是“因为缺血昏死”一时，而不能

真正将生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土壤给铲除
掉，医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病根儿”。不
打“七寸”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给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留下一个再生的机会。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七寸”在哪儿？
孔子有一句名言，叫作：“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意思是说上级或领导者有什么喜好，下
级或追随者就会对此过度追求。用来解释
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或者正好击中其要
害。形式主义虽然表现在下面，根子却往往
在上面；是官僚主义的包容和需要，或者是
官僚主义的袒护，才让形式主义总是能够避
开其锋芒而生长。就是一时“按下葫芦”，过
了此时，到了彼时，还会“浮起瓢”；因为官僚
主义还在，因为官僚主义需要，因为官僚主
义袒护。形式主义的“七寸”，往往不在形式
主义身上，而在官僚主义那里。

纠治形式主义，必须先治官僚主义。没

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会一文不值。文件
是上级发的，会议是上级开的，表格是上级
制作的，材料总结是上级要的，评比是上级
搞的，检查是上级安排的，种种；如果上级一
点官僚主义都没有的话，形式主义就是搞，
也没有市场。也许这正是形式主义的“七
寸”？官僚主义的喜好和保护，对形式主义
影响至关重要。形式主义总是看官僚主义
脸色行事，在试探中，胆子一点点变大起来，
一点点变得理直气壮起来。

纠治形式主义不打“七寸”，将导致以前
的形式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根除，又会出现新
的形式主义：“削文山”就会逐级发文件，用

“多发文件”解决“文件多”的问题；“填会海”
就层层开会，用“多开会”解决“会议多”的问
题。看似一招比一招厉害，却是铁拳打在了
棉花上，海浪拍在了沙滩上。只见形式主义
缩头缩脑，却是将头缩到了脊椎内，用脊椎

将心脏保护了起来。你说，我没有采取强有
力措施纠治形式主义，你看看哪一招儿不是
雷霆万钧？

形式主义的“七寸”不在形式主义身上，
这不仅是形式主义的滑稽之处，也是形式主
义为什么难以根治的根本原因。用力打在
形式主义身上，只能是“治标”，也只是在“治
标”，离“七寸”还远着呢，形式主义就总也不
会绝迹。所取得的成效，也只能是让形式主
义避开一时，暂时蛰伏起来；暴风雨一过，等
官僚主义需要时，形式主义随时都能“再跨
战马”“再登舞台”。

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铁拳，要重重
打到“七寸”上，才能一劳永逸，才能让形式
主义真死，不能假死，更不能装死。找准“七
寸”，将铁拳重重落在“关键少数”身上，才能
让形式主义无处藏身，才能彻底铲除形式主
义死灰复燃的土壤。

打形式主义“七寸”

小马驹神气、活泼，走
起路来既有力又健美，左邻
右舍没有不夸奖的，谁望见
谁都翘大拇指赞扬一声，

“小帅哥！”
一天晌午，小马驹回家

吃饭，进了门，腰一弓一弓
的，脚一扭一扭的。马妈
妈望见了，吓得直冒冷汗，
火急火燎地跑上前，朝孩
子周身打量起来，边看边
心疼地问：

“儿子，你是啥时候摔
伤的？瘸得这么厉害，是不
是很疼呀？妈妈现在就带
你去看医生。”

小马驹一脸嬉笑，朝
妈妈连跳三跳，嘻嘻哈哈
地说：

“我腿脚好好的，什么
事也没有。”

马妈妈觉得好奇怪，拍
拍小马驹的脑袋，笑嗔道：

“小东西，把我吓死了，
刚才怎么瘸得那样厉害？”

小马驹朝妈妈眨眨眼
睛，神神秘秘地说：

“马督察就这样走路
的，我是学习马督察。”

马妈妈用嘴刁住儿子
的耳朵，使劲拽了一下，气
哼哼地说：

“脑子有病，不学好！”
“什么不学好？他可是

督察官呀！”
面对儿子的犟嘴，马妈

妈一脸严肃，说：
“好腿好脚干嘛学瘸

呢？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并
不都是值得崇尚和效法的，
对谁都不能迷信。”

小马驹的眼睛不停地
转动，脑袋频频点动，心里
琢磨着妈妈的话，嘴巴反复
念叨：

“不迷信，不迷信……”

小马驹学瘸腿

“轻松考证，挂靠一年
躺赚10万”“免考办证，一
次性让你终身增值”……
随着人们对于各种技能的
学习需求不断增加，有些
人迫切地希望通过考证

“日进斗金”，一些机构则利
用人们求“证”若渴的心理，

打出“考不过退费”及“考过
包挂靠”等虚假广告，以证
书作为谋财的工具，诱导
学员落入陷阱。提醒消费
者在选择培训机构的过程
中，一定要对“包过包挂靠”
的宣传保持高度警惕，核
对培训机构的相关资质。

《留神考证培训“包过”这个坑》
王 铎文/图

古时候，有这么样的一
位大将军。他虽然没有带
过一天兵，没有打过一次
仗，甚至没有听到过一次战
场上的厮杀声，但是，他的
的确确是一位威风凛凛的
大将军，因为他的爵位是世
袭来的。

边疆发生了战事。大将
军向国王请缨，要求去边关
督战。他希望到前线一展风
采，给自己将军的牌子增添
些许含金量，吹散满天飞的

“假将军”的流言蜚语。
前 沿 阵 地 ，形 势 严

峻。战士们俯在壕沟边，
密切注视着越来越近的敌
军，一个个瞪大双眼，拉满
弓，瞄准靶。

就在这节骨眼上，大将
军驾到。他是某学院卖嘴
专业的“高材生”，非常善于
宣传鼓动。如何鼓气煽情，
他自然成竹在胸，他要从这
次战斗的目的意义，讲到如
何顽强坚守阵地，还要具体
教导如何射箭拼搏。

“弟兄们，辛苦了！”大

将 军 的 重 要 讲 话 开 始 了
……士兵们垂手侍立，恭敬
聆听，每听三两句就要热烈
鼓掌一次，因为大将军身旁
的参谋长不停地做拍手示
范。参谋长是大将军肚子
里的蛔虫，他深谙大将军的
嗜好——最喜欢听掌声。

敌人逼近了，清晰可
见。战士们心急如焚。大
将军慷慨激昂。掌声密集
热烈。

敌军有点懵——仗还
没有打，对方怎么就庆功联
欢起来了？不过，敌军很快
镇静——管他们出什么洋
相，咱们攻咱们的，于是迅
速地猛扑上来。

战士们巴望大将军快
点喊出最后一句鼓动词“弟
兄们，冲啊！”作最后一次热
烈鼓掌，然后冲出战壕。然
而，遗憾得很，这一幕没有
来及出现，他们就在“放下
武器”的震耳声中，乖乖地
举起了双手，包括正在口若
悬河的大将军。

（石 飞）

大将军的“风采”

□马亚伟

村上春树说：“同一天的周而复始，若不
在哪里留下折痕，说不定会产生错觉。”我时
常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日子过得平铺直叙，没
有半点波澜，仿佛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

有时我走在上班的路上，会突然停下
来，怔在原地，好像要验证一下这个世界是
否还在运转。道旁的树还是昨天的样子，树
叶似乎都没有增减；路上的汽车还是黑白色
居多，从来没什么新鲜的颜色加入；来往的

行人仍是不多不少，每一张面孔都似曾相识
……日子平平整整，没有一丝折痕。这样的
重复中，人的情感也是瘪瘪的，一点也不饱
满，好像这样过了好几辈子。其实，这种状
态就是麻木。麻木本该不疼不痒吧，心中却
偏偏容易生出一种叫作厌倦的情绪。

记得张爱玲小说里说过类似的话，大致
意思是，对于中年人来说，十年八年是转瞬
之间；而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是一生一
世。中年以后，确实感觉日子过得飞快，快
得留不下任何折痕。有一个现象不知你注
意到没有，就是人越长大，越觉得时间过得
快。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说，人们对
时间的感知，跟吸收、处理、储存的信息量关
系密切。换句话说就是，人们接受新鲜事物
的时候，大脑就会处理很多信息，会觉得时
间过得很长；而如果总是接受雷同的信息，
大脑处理的信息变少，会觉得时间很短。孩
童时期，我们正在积极探索这个世界，每天
都接受大量新鲜信息，所以觉得日子过得

慢。而长大后，很多东西都在重复，就会觉
得过得快。比如现在，我觉得一年就是把一
天重复365次，十年就是把一年重复十次。

跟朋友谈起这样的感触，她对我说：“其
实如果你愿意，每天都可以留下折痕的。一
年365天，每天都不一样啊。”她的日子一直
过得有声有色，不曾感到过厌倦。她说，心
如止水不是我们的追求，岁月静好也不是真
正的理想状态。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成为
不断翻涌着浪花的溪流。如此才能把短暂
的一生，活成长长的一辈子。有人白发苍苍
时回首一生，觉得生命像一场虚空的幻梦。
而有人暮年回首时，觉得生命是一趟多姿多
彩的旅行。给每个日子留一道独特而美丽
的折痕，生命就会不断地被加长，再加长。
我的这位朋友，力求把每一天都过得有仪式
感。在她看来，一年有4个季节，12个月，24
节气，还有春节、中秋等美好的节日。除此
之外，还有家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之类的
特殊日子。每天都是独特的，朋友把每天过

得很精彩。她所说的精彩，就是在平淡生活
中注入新鲜元素。

这些新鲜元素，就是给日子留下的折
痕。我想起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李文秀
说：“去爱，去生活，去受伤。”无论你多大年
纪，去爱、去生活、去受伤，为生命留下一个
个令人回味的折痕。我的一位文友，计划重
新写一组关于24节气的散文。这个题材他
已经写过一遍，但他说，再写的话会有全新
的视角。我从他的做法中，也发现了生活的
最佳打开方式，就是重新选择最佳视角。十
年真的不是把一年重复十遍，每一年都是独
一无二的旅程，每一站都是无法重复的经
历。去寻找，去感受，去思考，每一天都是新
鲜的。

也许你正在日渐老去，记得千万别把日
子过得千篇一律。如果生活空洞苍白，即使
你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机械而没有意义的
重复。为每一天留下折痕，一辈子就成了一
部精彩的传奇。

日子的折痕

□廖卫芳

我国罕见病患者“药篮子”全面升级。
近日，国家医保局等部门发布的新版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新增91种药品，截至目前，超过
90种罕见病治疗药品已纳入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

近年来，随着国家医保政策的大力推
进，广大患者看病贵、药价贵等问题已得到
了大大的缓解，一般的疾病住院都能够通过

医保实现较高比例的医疗费用报销，这让广
大患者从中获得了一定的医保红利，就医用
药有了“医”靠。

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有一些罕见
病患者需要服用或使用特效药，而很多特效
药往往是“天价药”。由于很多“天价药”没
有进入医保目录，罕见病患者需要用到此类
药品时，往往不得不自己全额掏腰包，这无
疑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为此，许多罕见
病患者直呼“看不起病，吃不起药”。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多
次调整了医保目录，一大批“天价药”列入了
医保目录，这对于广大罕见病患者来说，无
疑是一个福音。

一方面，“天价药”进入医保目录，药价
大幅下降，这显然大大减轻了罕见病患者的
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让更多的罕见病患者
不再望“药”兴叹，也能像普通患者一样看得
起病，吃得起药。另一方面，“天价药”进入
医保目录，也让罕见病患者拥有了就医的幸

福感，切身感受到了国家医保政策的人性化
和温情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天价药”
进入医保目录，也体现了国家医保部门对罕
见病患者的关爱，让更多的罕见病患者享有
更多的医保红利。

罕见病患者用药有“医”靠，这也是一面
医改的镜子。期待有更多的药品，尤其是一
些“天价药”能尽早尽快地进入医保目录当
中，普惠更多的罕见病患者，从而让老百姓
切实享受医改红利，拥有健康保障权益。

让更多的罕见病患者用药有“医”靠

□刘天放

日前，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发布“2024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
（以下简称“媒体十大流行语”），这是年
度“汉语盘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次发布的十大流行语为：新质生产力、人
工智能、立德树人、巴黎奥运会、全球南
方、中国游、以旧换新、低空经济、未来产
业、新职业。

“媒体十大流行语”是基于国家语言
资源监测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
术，结合人工后期处理提取、筛选而获
得。语料来源于2024年1月1日至11月
底国内15家主流报纸（包括国内的政府
机关报、地方都市报和发行量较大的晚
报），央视、央广及地方 12 个电视台和 7
个电台的转写语料，以及2个网络门户网
站的全部文本，语料规模达10余亿字次。

与其他年度“十大流行语”不同，这
是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就是说，
这是从国内各类主流媒体上筛选出来且
出现频率极高的年度流行语。像排在第
一的“新质生产力”，这是 2024 年 7 月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提出的，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引起了极大关注。
“人工智能”入选，是因为中国的人工

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正在全新赋能各行各
业。教育中的“立德树人”，是新时代加快
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中国游”则得益于
我国一系列免签政策，外国游客不断慕名
前来。而“全球南方”则是国际事务，G20
峰会上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主张正在
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的版图……

“媒体十大流行语”涉及的领域很
广，反映的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等方面的进步，而经由主流媒体选用
的流行语，更令人信服。“媒体十大流行
语”展现的是中国在这一年度的欣欣向
荣和可喜变化，既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
映，也是国家发展进步乃至国际事务的
回顾总结。

事实上，“媒体十大流行语”不仅是
国人关注的年度热词，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全球十大流行语”，因为这是世界
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释放出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信息。正确解读

“媒体十大流行语”，可以使世界与中国
更好地交流互动。总之，从“媒体十大流
行语”可以感知中国新气象，使人们对国
家的未来更有信心。

从“媒体十大流行语”感知中国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