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仙霞】

听易中天谈读书
文 沈建中（虹纺居民区）

近日听了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
谈读书的讲座，易中天深入浅出的
讲演使人受益匪浅。一开头，易中天
就问读书有用吗？他回答是无用的。
是的，用功利观念看读书是无用的。

读书不像工作赚钱，一下子就能收
到很多的效益，但你说它是无用的，
读书又使千百万人解决生活，工作
上的疑难困惑，走出思想上的迷津。
易中天教授说得对,读书要读经典，
读书能养心。在有限的人生，想掌握
世界上广博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只
有根据个人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解
决困惑的要求，选择性地去阅读、思
考，提高自己的修养学识，不然阅读
得再多，也只是一个书橱或书呆子，
没有自己的东西。易中天谈到读孔
子读到“仁”，读孟子读到“义”，读
老子读到“反向思维”，读庄子读到
“诗意与诙谐”，读墨子读到“大
侠”，读韩非读到“冷峻”，都是讲
他读书的针对性和收获。但讲到读
书马上就能增值是不可能的事，就
是孔子当时也得不到重用，累累如
丧家之犬。宣扬孔子是万师之表，孔
子学说是治世之道，那是后来的统
治阶级发挥利用的事。
读书犹如割稻割麦前的磨刀，

打仗前的休生养息，是一种无形的
潜移默化的积累，所谓“书到用时
方恨少”是也。所以读书没有荣耀
的名利，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场
面，只有坐冷板凳的苦差事和寂寞
的修行。所以易中天最后告诉大家，
在物欲横飞和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静
下心来读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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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随笔】

“三车六马”的启示
文 唐秋生（天原二村居民区）

物业管理对城市治理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由于物业管理涉及广
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物业又承接了
大量的城市基层管理任务。如何做
好这项工作，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
的“物业+”模式和经验，给人们打
开了思路，受到了启迪。所谓“三车
六马”，即物业管理由行政、市场和
社会这“三驾马车”，以及街道办事
处、房管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专
业服务公司、居委会、业委会这六匹
“马”构成。周家渡街道的经验，其
核心内容是“党建 +物业”、“改革
+物业”以及“治理+物业”。笔者
仅从党建、改革、治理三方面，谈一
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是党建的引领。社区是城市

建设的基层组织，当前“单位人”逐
渐转变为“社区人”，社区越来越成
为人们的主要生活空间。要推进社
区建设，必须完善和加强基层服务
和管理网络，建立新型社区管理和
服务体制，这是确保社区有序运行
和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措施，也是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业主委
员会是社区的新事物，如何让其健
康发展则是一个重要课题。而物业
管理和服务涉及社区民生工作，如
何做到规范化、法制化、有待实践中
逐步解决。目前有些社区业委会与
物业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从而引
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社区党组织如
何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是
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的。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指出，党的领导必须全面系
统整体加以落实。而某些业务部门
对此不很理解，认识上存在很大差
距，认为“行政业务与党建工作有
区别”，“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不了业
委会和物业公司”，“业委会和物业
只要搞好水电煤就可以了”等等。
随着《物权法》以及《物业管理条
例》的颁布和实施，党的许多文件
规定，认识差异、体制不顺、机制不
全的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在社区实
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四位一
体”管理模式、社区党组织、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四方，在相互
依靠、相互配合下，进一步发挥了社
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居委会

的指导作用，物业公司的管家作用，
业委会的主人翁作用。党建引领走
在前面的社区，在街道党工委领导
下，加强对物业企业党的建设，开展
党建联建，建强红色物业，将物业管
理融入社会治理，共同创建了一个
社区和谐的宜居环境。
二是改革的契机。发展要通过

改革来促进，物业管理行业也不例
外，回顾以往走过的道路，均与改革
密切相关，出现四大变化：首先，企
业地位变了。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
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什么自
主权，通过改革企业已成为相对独
立的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其次，管理
方式变了。在计划体制下，习惯于
“朝南坐”，唯我说了算。通过改革，
房管所转变为物业公司，并引入竞
争机制，推进物业市场化、规模化、
区域化，增强了物业竞争力。特别是
公有住宅出售后，建立了业主委员
会，业主成为物业管理的主体，有权
决定一切重大事情，包括聘用物业
谁来管理，或实行业主自治机制。再
次，服务宗旨变了。物业在“以人为

本”思想指导下，物业服务业主成
为第一位任务。居住涉及民生，安家
才能幸福，因此业主的需求是物业
服务的目的，归宿和动力。优秀的物
业企业“以服务为精神力”，不断提
高物业服务品质，为业主提供优质
服务，立足本职，乐做“份外事”，实
观并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做好一
切服务工作，“物业管理”实际上已
成为“物业服务”。第四，参与意识
变了。物业原来那种纵向的，封闭的
体制已经改变，现在已经建立起一
种新型的、横向的、开放的企业结
构。物业密切联系业主，走进社区，
了解社情民意，走访慰问群众，扶贫
帮困，开展各种联谊和志愿者活动，
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
观念是改革的先导，现在，物业

的市场观念、价值观念、竞争观念、
投入产出观念等等，已进入物业全
体员工的脑海之中，这正是改革的
动力。在新的形势下，深化改革的窗
口已经开启，物业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进一步探索改革路径。
三是治理的民主。基层民主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协商

民主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
形式。物业管理是服务群众的民生
工作，当下，广大群众涉及的利益多
元化，表达的意愿时常千差万别，如
何关注不同群众的利益，做到各得
其所，是物业工作的重中之重。物业
一线人员，有时会感到如今的工作
越来越难做，难就难在 “百姓百
心”，如何在纷繁复杂中找到符合
绝大多数群众利益的需求，这是突
破的关键所在。因业主之间、业主与
业委会之间、业主与物业之间存在
的矛盾或意见分歧，常常成为治理
的难点。现在物业经过实践探索，总
结出一个行之有数的办法，那就是
在党建引领下，持续多年开展的
“听证会”、“协商会”以及“现场
办公会”制度，已成为面对面知晓
民情、解决民需的有益探索。基层民
主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能使发
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
共识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治理的
民主、增强了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
效，从而使物业在为民服务方面，再
上一个新的台阶。

【生活札记】

莫生气
文 应佳如（茅台新苑居民区）

我的一位朋友的姨妈，自己的
子女老伴都已过世，而她却活到高
寿 103岁。
朋友把她接到家里，她每天自

己起床洗漱，还时常能帮着摘摘
菜，除了听力差些，一切均安好。
问及有何秘诀？说是老太太整

天脸带微笑，每天还慢条斯理地对
镜化些淡妆，望望窗外，看看电视，

对身边的事保持着好奇心。
朋友说她姨妈一辈子做个小

职员，就是性格好，再难再苦，她总
说睡一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相比这位睿智的老太太，我们

有时觉得真的不如她，常常为一些
小事生气。被领导批评，让同事调
侃，回家另一半没做好本分的家
务，孩子拖拉着不肯做作业，甚至
路上堵车，被人无故碰了一下，什
么事都可以让你生气。

是的，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十
有八九，为此你可天天生气，时时
难过吗？
其实，想穿了，生气，是这世界

上最折磨自己，最傻的事。
别人之错，你生气，是为别人

的错误买单，气坏了身体，别人得
意，而你却没人在意。
生气，让负面情绪上了头，看

什么都不顺眼，干什么都不顺心，
负能量循环，麻烦会越来越多，百

害而无一益。
生气，解决不了麻烦，却让自己

气血不和。不如换个角度看问题，挨
批评，错失在己，就去改正重启；错
不在己，就当风吹过耳，不留痕迹。
亲人之间，有事就说，有理就

讲，平心静气解决问题。
总之，别生气，要气也就一瞬

间，然后再想辙，转换心情，淡定处
理，要像上述那位姨妈那样，想开一
点，快乐过好每一天。

【好书推荐】

翦商：
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

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
（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
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
一千余年。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
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
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
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
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
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
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
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
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
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
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
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
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
算“翦商”的战略。武王灭商后，曾
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
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
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
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
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
道德体系。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
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
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
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
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

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
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
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
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
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
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
有了全新的认知。

【诗歌】

绿道
文 张立德（仙二居民区）

乐在仙霞绿道跑，冬晨迎来老中少。
体坛跑道千万条，此道独享无喧闹。

冬
文 张新根（虹旭居民区）

冬月冬寒冬思侬，冬霜冬雪冬刮风。
冬树冬花冬挺立，冬情冬谊冬更浓。

梅
文 林杰（仙逸居民区）

寒梅傲雪迎新春，独自花开不畏寒。
园林艺中有英赞，喜得世人说到今。

【笔墨横姿】

书画 胡善昌（仙二居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