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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镇江进入了梅雨季，
又是夏种的关键时期，极易出现天气
异常，给防汛防旱和夏收夏种工作带
来一定的挑战，需要全市各级做好应
对异常天气的万全准备，既要确保安
全度汛、安全度夏，又要保证夏收夏种
有序完成。

有效的天气预报预警，是我们面对
异常天气的第一道防线。在异常天气

来临之际，让气象预报预警更精准些，
一直是气象工作者的不懈追求。我们
要把天气形势估计得更复杂些，把风险
考虑得更充分些，做好异常天气常态化
思想准备，做足可能出现的灾害防御。
前一段时间，我省、我市气象部门已经
对冰雹、大风等异常天气的出现，及时
做了预警，各地、各职能部门也根据气
象预报及时采取了应急准备，开展了相
关急救工作，特别是夏收工作的圆满完
成，气象部门的及时预警、农业部门的
及时抢收可谓功不可没。

应对异常天气，甚至是极端天气，
关键还是做好应急预案。在防汛防旱

方面，要牢牢守住“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底线，坚持防汛防旱两手抓两手
硬，在持续织密全市防汛“安全”网的同
时，针对丘陵地区易旱“体质”，及早做
好抗旱设备储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在夏种方面，要立足一个“抢”
字，在做好下手工作、确保颗粒归仓的
基础上，抢抓水稻插秧和田间管理，确
保秧苗早下田、早防治，为秋粮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 。

异常天气常态化趋势，其实国内外
气象专家早有论断：在全球变暖的背景
下，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增加。树立极端
天气常态化的意识，做好常态化防御准

备，做到有计划、有准备、有节奏的科学
处置，考验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能
力和水平。同时，异常天气常态化，也
促使作为个体的我们必须努力扩充防
灾自救技能包。龙卷风来了往哪儿躲、
被大水困在车中如何逃生、如何配合救
援人员成功脱险？这些我们唯愿一生
都用不上的“技能”，恰恰在一旦遭遇危
险时能救命。防灾自救的根本还是避
免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莫把预警不当
回事儿。

总之，应对异常天气灾害，未雨绸
缪、防患未然，才能在“极端”和“异常”
更频繁之时处变不惊，有效应对。

做好异常天气“常态化”防御准备
辛平

■摘要
我们有很好的成就，也有不少缺点。但根本的是要

意识到缺点，并进行克服。缺点与错误常常并列，但它俩
根本上真不是一回事。

很奇妙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与40多年前的文章，相
仿的故事里，却是一种内在的联系。

新闻发生在上海。公众号“伴公汀”报道：两名街道社
工提出的建议，推动上海市、区两级多个部门联手调研、联
动整改，最终促成低保人员住院免押金政策实现“免申即
享”，解决了群众的烦心事。而这篇新闻的题目则是《上海
市民这件“烦心事”解决了，各级干部从中应该读到什么？》。

应该读到什么？报道说，这是人民建议征集的典型
案例，也是政府部门用心用情听民声、用诚用智汇民意的
生动写照。基层干部发现的“真问题”，给改进政府工作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鼓励人民建议，畅通群众诉求表达
渠道，对政府工作有直接的推动。为民办实事不能就事
论事，还需要不断举一反三。一类人群在一种场景中遭
遇的“烦心事”，可能也具有普遍性。要让“办好一件事”，
最终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0多年前的文章刊登于1980年1月24日的《人民日
报》第7版，题目是《罗马尼亚信访工作耳闻记》。公众号

“林樾同学”以《人民日报：群众信访工作，根本的是要意
识到缺点，并进行克服》为题，将它从史海中钩沉出来。

文章引述罗马尼亚普拉霍瓦县委书记斯特凡内斯库
的话，“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自己的工作，就要依靠党内外
群众同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斗争。”群众提出批评意见是多
方面的，常常反映工农业生产的缺点和不足，反映党和政
府所采取的某些经济政策中的消极面，揭示某些干部滥
用职权、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违法乱纪等现象。处理信访
的同志，就要善于从个别的批评信件中，找出普遍性的问
题认真解决，推动工作。

你看，剥开时代性的语汇，说的事是不是本质上相同
的道理。

而上海新闻中有发问，“一条人民建议的落地见效，不
仅是一场生动的案例教学，也是一次深刻的提醒教育。一
个问题圆满解决了，还有更多的问题不该被忽视：为什么一
项工作已经推进多年，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堵点’？为
什么‘堵点’一直存在，却没有被发现乃至解决，最终成了群
众的痛点？为什么基层干部发现的问题，往往更能直指群
众的痛点？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体会琢磨。”在《人民日报》
文章中仿佛就有答案，“我们县与全国一样，有很好的成就，
也有不少缺点。但根本的是要意识到缺点，并进行克服。”

理解两篇文章的意义，或者说切实在实践中做到文章
中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先正确认识缺点与错误。虽然，在通
常的表述中，缺点与错误常常并列，但它俩根本上真不是一
回事。缺点，顾名思义，有缺失了，是指人或事物以及行为不完善的地方，简喻之“应
该有，却没有”。这或是因自己的不足而出现，亦会因事物发展了，有了新情况新变
化而突现。但错误，却是做的事情不正确，是“不该做的事，做了”。

犯错误，是严重的事，需要更加重视。但有缺点，却在我们身上以及我们的
工作中更为常态。因为，即使一时完备完善了，也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新
生。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40多年前的文章与今天的报道，却说着类似的故事、
讲述同样的道理的原因。

我们当然要敢于刀刃向内，直面错误，改正错误，包括严惩错误。但说实
话，总发觉“自己错了”，也确实会伤自尊更伤自信，还会伤害到工作的积极性、
团队的凝聚力。也所以，一些人一些地方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度肯定
自己、不允许有一点点负面评价，沉浸在自己为自己构筑的虚幻荣光里。

而直面缺点，哪怕是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把问题赤裸裸地摆出来，应该更
容易接受一些。更重要的关键一点，既然瞄准地是“应该有，却没有”，自然下一
步就当是“知耻而后勇”。公众号“秦朔朋友圈”曾经的一篇文章《凡是说自己不
行了的城市，后来都很行》就这样写道：“凡是敢于直面自己问题、敢于公开揭
短、敢于承认自己不行了的城市，随后都迎来了蜕变和新生、都很行了。”事实
上，上海的报道，讲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人民日报》的文章，强调的是意识
到缺点并进行克服。其内里，亦是同一个道理。

不能让错误打着缺点的旗号蒙混过关，但指着缺点说是错误，却也往往会
让我们怯于前行，慢慢丧失探索创新的勇气。正确区分缺点与错误，颇为重要。

回到正在发生的新闻与40多年前的文章，还有相仿的故事，只不过，这次的
新闻发生地在湖州。

公众号“江南智造总局”报道，6月14日，浙江湖州，一场特殊的市民观察团
“看见”之行在当地备受关注。其中的一个“看见”，与去年6月湖州市级主流媒
体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的一档舆论监督栏目相关。栏目亦叫《看见》，开播至
今，共推出监督报道 100 多期，几乎期期有反馈有落实。《看见》栏目还创设了

“《看见·现场》直击问题”“《看见·行动》聚焦整改”“《看见·追踪》查探实效”的闭
环报道运行机制，以“警示、推动、跟进、销号”的闭环实现对工作流程的全面监
督。市民观察团的这一次“看见”，就是挑选《看见》曾经曝光过的问题点位，实
地查看曝光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责任部门有没有敷衍。

40多年前的文章里，则有一个章节专门讲述“《火花报》的战斗作用”。“《火
花报》的‘读者来信’专栏办得生动活泼，而且每周有三次固定的版面……通过
刊登和播送群众来信来访的意见，鼓励和动员群众完成任务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抨击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以及违法乱纪和落后现象……地方党委如不按
党的原则办事，编辑部就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这样，当地就赶快解决。”

时代发展了，媒体的形式也有了变化，但同样有舆论监督，同样是“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其运行的底层逻辑也依然是“意识到缺点并进行克服”，同时把它制度化。

子曰：“温故而知新。”

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
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
日。连日来，全市各地有关部门、组
织，以及市民们正在开展各种各样
丰富多彩的迎端午活动，节日氛围
日渐浓厚。近年来，传统佳节的热
度日渐上涨，传统文化也频频“出
圈”。我们要在品悟节日内涵中赓
续传统文化，让优秀的传统习俗和
文脉不断绽放新的光彩。

追根溯源，做好传承，要先从娃
娃抓起。抓好青少年这样的重点人
群的思想之基，让孩子们从小知道
端午节的由来，以及传统习俗。最
近，市图书馆面向孩子们举办了《端
午节》绘本主题活动，向孩子们讲述
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介绍端午节
的由来和意义，让小读者们了解包

粽子、赛龙舟、佩香囊、挂艾草等与
端午相关的节日习俗和典故。端午
节饱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孩子家
庭、学校和社会要善于利用节日契
机，应时应景做好相应的引导教育，
让孩子们恰到好处地感受到传统节
日的丰富内涵和意义。

学以致用，要在融合中弘扬传
统文化的时代内涵，展现新作为。
最近，京口区大市口街道文化站、老
北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市
审计局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党建
共驻暖人心”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锦绣传统文化研学馆内举行了
一场以“端午”为主题的工会“工惠
优享家”线下活动。镇江海关妇联
组织警员绣织香囊，开展“赓续传
统 香迎端午”主题活动，以此陶冶

情操，丰富文化生活。新时代背景
下，广大为民服务的职能部门、机构
组织和个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沉
浸式感悟节日为的是从中汲取精神
营养再建新功。

与时俱进，拓展弘扬传统文化
的多元化方式和渠道。如今，媒体
融合背景之下，弘扬传统文化的文
化类节目越来越多元。以《中国诗
词大会》《非遗里的中国》等为代表
的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涉及
文化的监管部门、文化界的社会团
体和机构，应不断拓宽思路，创新宣
传推介的形式，用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讲好传统文化的内涵故
事，让广大市民真正了解我们自己
的节日、爱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过
更有意义的佳节。

新华社报道，“江西工职院‘6·1’食
品安全事件”联合调查组获悉，6月1日，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食堂吃
出疑似为“鼠头”的异物，被涉事食堂工
作人员事发当日丢弃。根据国内权威
动物专家对提取的当事学生所拍现场
照片和视频进行专业辨识，判定异物为
老鼠类啮齿动物的头部。联合调查组
通过查看食堂后厨视频，查阅采购清
单，询问涉事食堂负责人、后厨相关当
事人、当事学生和现场围观学生等，判
定异物不是鸭脖。南昌高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昌东分局、江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未认真调查取证，发布“异物为鸭
脖”结论是错误的。

不久前，江西出了一桩怪事：江西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学生食堂用餐时，
在菜中居然拨拉出一颗老鼠头，惊异之
下，拍了照片并传到网上。

我国南方过去民间有捕捉田鼠并
宰杀烹饪而成一道美味佳肴的习俗，但
是近年来似乎已经少有传闻了。作为
一道名菜，即便现在还有店家烹制，想
来价钱不会便宜，当然不太可能会出现

在大学学生食堂的菜谱上。而且，从江
西那位学生传上网的食堂菜肴照片看，
菜中“鼠头”呈现毛茸茸状，不像是将老
鼠经过宰杀清洗后烹饪而成，令人看了
陡生恶心感觉。或许，只因食堂老鼠太
多又出没无常，以至于失足跌进了正在
炒菜的大锅，却又未被炊事员注意到，
结果就让就餐的学生无意中得以享用
少见的“鼠头”大餐了。无疑，这是一起
发生在学校食堂的公共卫生事故。

出了事当然当事食堂以至学校相
关领导都觉得脸面上过不去。其实，当
事方就爽快地认个错，吸取教训，在今
后工作中认真整改，学生们也会通情达
理，网络舆情也未必非要逮住出错者整
个半死不可。

但是，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就逐渐
离谱乃至离奇了：学院说，菜中的荤腥，
那不是鼠头，而是“鸭脖”。紧接着那位
在网上上传“菜中鼠头”照片的学生，也
赶忙出来“辟谣”说，自己看错了，那不
是鼠头，那就是“鸭脖”啊。当然，人们
明白，这学生娃被迫说假话，也是身不
由己，“上面”的压力太大啊。

这出现实生活中的活剧，令许多观
众不免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宠臣
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试想，赵高若
长生不老，能活到今天，面对江西的“指

鼠为鸭”滑稽戏，也会在编故事方面自
叹不如，面露羞色。

然而事情就坏在“菜中鼠头”照片
已经由网络遍传天下，某些人导演的

“指鼠为鸭”说，即糊不了人们的脑袋，
又封不住人们的嘴巴，“舆情”难“导”
哦。于是，江西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
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联合调
查组，查起“鼠头鸭脖”案的真伪了。而
且，让某些人失望的是，调查组还公布
了调查结果：那令人生畏的“菜中荤
腥”，并非“鸭脖”，它就是“老鼠类啮齿
动物的头部”！有道是：

“鼠头鸭脖”惹胡话，“实事求是”遭扼
杀；圆谎更须扯大谎，官家公信豆腐渣？

从这个意义上看，由省级重量级单
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来查清“鼠头鸭脖”
案的真相，还真不是无关紧要的鸡毛蒜
皮小事。因为，谁若以为政府的公信力
也可像他们糟蹋公款时“挥金如土”般
任意挥霍，那么，长此以往，政府在人们
的心目中将成什么形象呢，是“一落千
丈”还是“一蹶不振”？

感谢江西的联合调查组，廓清了人
们心头的一团迷雾，也为挽回政府的公
信力，作出了有效的补救之措。

“鼠头鸭脖”惹胡话
吴之如 文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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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悟节日内涵中赓续传统文化
谭艺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