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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随着我们进入一个全媒体的时代，
如何运用媒体宣讲党的政策主张、了解
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
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成为
检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和智慧的现实
考题。《与领导干部谈媒介素养》（人民
出版社）一书，是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江
作苏教授带领团队，立足当下我国社会
与媒介生态，从社会、媒介、个人三个层
面回答如何运用好媒介、提升媒介素养
等现实问题。其中一些观点和主张，对
于提升领导干部运用媒介应对突发事
件、推动社会治理颇具建设性，对于身
处网络时代的军队领导干部同样具有
借鉴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迭代升级，信息传播
的方式途径和传统的媒介生态体系发
生巨大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
面都受到巨大影响，大众更多通过媒介
来构筑对世界的认知，并以此进行判断
和行动。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早已成
为社会舆论的收集器和放大器。如今，
每一起影响社会的重大事件背后都能
在网络媒介中追寻出早期的蛛丝马
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如何按照传
播之道和媒体打交道，如何面对媒体和
公众说话，成为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组织
须臾不可或缺的能力。作为社会公众

人物的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媒介报道的
语料、公众关注的焦点，自然难以置身
事外。

处理好与媒介的关系，不仅关系党
的执政能力，而且关系人民的切身利
益，关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应当成为
领导干部必备的执政素养之一。正如
《与领导干部谈媒介素养》所说：“领导
干部的媒介形象不仅代表着个人，也代
表着政府的公信力。”领导干部只有以
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适应网络及媒介的
多样化发展，审时度势、严谨求实、因势
利导对待媒介这柄“双刃剑”，才能趋利
避害，有效增强政府和领导的公信力。

作者认为，媒介素养指人们在解
读、使用媒介信息过程中应具备的知
识、技巧和能力。对于领导干部，要对
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客观
正确的认知，对不同媒体的功能定位、
传播规律有翔实准确的了解，对媒体沟
通、舆论引导的基本技巧有一定的掌
握。特别要把与媒介的沟通运用放在
社会治理和经济建设的大局中考量和
谋划，以改革创新的姿态来推动和加
强。具体而言，领导干部增强媒介素养
最重要的，就是要善待、善用、善管媒
体，最大限度调动其积极因素，为社会
稳定、人民幸福、民族振兴服务。

媒体的背后是公众，善待媒体就是
善待公众。领导干部要摒弃传统为政
者“金口难开”的观念，认识到与群众开
展话语交流，既是沟通又是服务，在某
些场所，“话疗”比“药疗”好。领导干部
不能把自己与媒体、与群众的关系视为

上下级关系，而应该学会尊重媒体、尊
重群众，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
都应成为干部群众真诚交流的平台。
特别是要对媒体监督保持开放、合作、
友好的态度，不能把媒体当成敌人。要
主动同媒体打交道、交朋友，及时公开
发布政务信息，积极回应舆论关切，与
媒体构建互助互信、合作发展的良好有
序关系。媒体反映社会各方诉求，领导
干部要主动融入网络、融入媒介，学会
通过社交媒体与民交流，吸纳整合社会
声音；学会用群众观点和群众话语，把
领导的思考角度与群众的思考角度协
调起来，以平等的身份解读政策、引导
舆论，从而在富有人情味的互动中找到
共识、解决问题。

在现代社会管理中，尤其是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中，舆论对整个社会稳
定具有重大作用。其中，公众对于突
发事件本身的认知和态度、公众对于
政府应急管理行动的理解和态度，都
需要不同媒介的参与。领导干部要尊
重传播规律、借助媒介力量，与各类媒
体一起，齐心协力化解矛盾、消除疑
虑、安抚人心，避免因为信息公开的缺
位而造成对政府、领导和媒介公信力
的质疑。如果大众不能从有效渠道获
得真实和全面的信息，自然会转向非
正常渠道的信息来源，流言和谣言也
就容易滋生和蔓延，甚至诱发网络舆
情，引发次生危机事件。领导干部要
掌握媒介基本特征、舆论传播规律、媒
体运用原则，加强舆情搜索、分析和应
对学习，建立舆情应对机制，在危机管

理中主动设置议题，力争积极作用于
媒体，通过媒体影响受众、引导受众，
通过必要的新闻发布、精准的现实举
措积极回应、真诚沟通。

媒体是公共空间，不能成为法外
之地，对于媒体借助其舆论力量帮助
公众了解公共利益的事务，并督促沿
着法治和社会准则的方向前行，领导
干部应该自觉接受监督并乐观其效。
但是也要防范有些媒体超越法律规
定，以新闻报道形成舆论压力干预和
影响政府决策、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
领导干部不仅要当观察员还要当领航
员、战斗员，积极参与到媒体的管理之
中，运用媒体手段，顺应传播规律，积
极做出回应。对于党、国家、军队的大
政方针和政策，要多用共情方式做宣
讲解释、正面引导；对于歪曲事实、抹
黑历史等错误言论，则要旗帜鲜明、敢
于亮剑，用事实、用证据义正词严予以
回击；对于攻击党和政府的错误谬论，
必须坚决斗争坚决处理。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将新闻和办
报作为武器，毛泽东同志更是将笔和枪
“两杆子”并用打天下。新时期，作为领
导干部，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上既要做好，更要说好。要转变思维观
念、革新话语体系、改善官媒关系，建立
法治政府与媒体公众畅通的对话平台，
在“主动说”“首先说”“准确说”上迈出
新的步伐，扮演好权威信息发布者、民
意沟通者、价值引领者角色，努力构建
更为民主、法治、高效、公开、廉洁和亲
民的政府和领导形象。

如何走好网络群众路线
——《与领导干部谈媒介素养》读后

■杨克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既

是写出来的，也是改出来的。写文章是

总结的过程，堪作苦事；改文章是再加

工的过程，堪作难事。把文章认认真真

写出来，十分辛苦，已属不易。若把文

章改好，还要再作一番难。文章就在

“苦中孵”，在“难中化”。

有人把改文章比作炒夹生饭。刚

写好的文章就好比夹生饭，既没熟透，

更不合口味，需要回锅调理才可入口。

文章之苦之难，古人的认识更为深刻。

唐子西云：“诗初成时，未见可訾处，姑

置之。明日取读，则瑕疵百出，乃反复

改正之。隔数日取阅，疵累又出，又改

正之。如此数四，方敢示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羲之趁

着醉意而作《兰亭集序》，其中就有多处

涂改。写文章本就不是一气呵成的事，

反复再三是规律。那些“一吟双泪流”

的大作，正是“两句三年得”的反复咀嚼

修改的结果。比如人们熟知的王安石

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的“绿”字便

是他屡次“自以为非”，经多次删改才定

下来的。可见，流芳千古的好文章多有

近乎极致完美的追求。

文章改到自己满意也未必是终点，

名篇《醉翁亭记》就是例证。原文开头

写道：“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

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

欧阳修觉得还是不妥，却一时又不知如

何删改。一位老秀才看后认为，文章主

要写醉翁亭，而醉翁亭在琅琊山上，其

他的山就不必一一写出了。欧阳修深

以为然，将四面山名一笔划掉，只写“环

滁皆山也”五字。据《史记·吕不韦列

传》记载：《吕氏春秋》完稿后，吕不韦

“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

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如此，

“一字千金”的杂家上乘之言让人读起

来字字如金。

有位作家谈创作经验：写完一篇

文章，自己至少改三遍，然后过二三

手甚至四手五手，再回到自己手上，

对比几次修改变化后斟酌取舍一番，

最后定稿。自己不满意的稿子很难

达到他人满意。改到自己满意后，再

经别人修改，发现自己又不满意了，

于是再改到满意。写文章就是如此

循环往复的过程。好文章要经得起

手摸，摸多了，也就好了，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

清代袁枚著《续诗品》云：“知一

重非，进一重境。”好文章都有一个知

“非”进“境”的过程。正如清代刘鹗

在《老残游记》中所言：“五脏六腑里，

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

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

孔不畅快。”

文章不厌百回改
■刘奇山

正如故宫修文物的匠人肩负让“文
物发声”的责任，白衣天使肩负着让“患
者健康”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应肩负起让“经典走入大众”的责任。原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李保忠有近
40年政治理论教学经验，在课堂上讲授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不下百
次，对《宣言》有着朴素的情感和独到的
见解。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研学的普
及化、大众化，他与吕洪波、张裔合著了
《〈共产党宣言〉的魅力》（中央编译出版
社），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和体会整
理出来献给读者。

本书以接地气的“魅力”命名，旨在
脱离“原理、价值、研究、解读”等词汇营
造出的“学究式”晦涩，让读者从发现、感
悟《宣言》的魅力进入经典。笔者在阅读
的过程中也深切感受到这本书在著作风
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方面所做的
努力，可谓理论性、趣味性兼具。

全书分“思想魅力”和“影响魅力”上
下两篇，先讲《宣言》的思想内涵，再讲
《宣言》的巨大影响，由内而外，娓娓道
来，从信仰和思想的种子发芽、成长、演
进，最后把镜头推向宏观世界，让人在咀
嚼真理的味道之后又笃实信仰、丰沛思
想。

作者认为，不确知《宣言》的历史地
位，不懂得《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
原理，就很难真正知晓《宣言》的魅力所
在。作者形象地讲道，《宣言》拥有经久
不衰的魅力的原因在于，它在历史上充
当了马克思主义“出生证”的角色。发表
于 1848年的《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
系诞生的标志，也是第一次以比较完整
的、系统的形式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公
诸于世。因此，研读《宣言》有助于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
《宣言》一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

个部分：七篇序言、一个引子和正文的
四章内容。作者立足于原文，将《宣言》
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归纳为 12个一般
原理：“核心原理唯物主义历史观”“关
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关于社会
发展自然规律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
历史使命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原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原理”
等。这既是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也是
本书的独特亮点。

下篇专设了“《宣言》的语言艺术”
一章，从“先进的思想和优美的语言”的
结合剖析《宣言》的比喻、措辞、结构乃
至气势，展示了《宣言》的别种魅力。《宣
言》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
欧洲游荡”开篇，形象地说明共产主义
在过去隐秘性的状况，又意在宣告共产
主义已成为整个欧洲所公认的一种政
治势力，引出发表《宣言》的必要性和目
的，即向“全世界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意图”，击碎对“关
于共产主义幽灵”的一切污蔑。所以，
这个比喻实际上犀利辛辣地讽刺了欧

洲的旧势力为对付这个“幽灵”所进行
的“神圣的围剿”。作者认为，“马克思
的思想正是神采飞扬地乘着语言的翅
膀，才飞越英吉利海峡和阿尔卑斯山
脉，降临到世界各地”。
《宣言》发表至今虽然已有 170 余

年，依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
想宝藏，此后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
证明了这一点。本书的最后一章把重心
放在对《宣言》当代价值的挖掘上，展现
了恢宏的历史视野。

马克思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
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
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
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
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
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
随 地 都 要 以 当 时 的 历 史 条 件 为 转
移……”这明确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
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的理论，不是教条。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紧紧抓住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个具体论断不放，“随
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正确的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
遍原理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
况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
理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才
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真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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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着苏华的回忆录《奋斗，为了
新中国》（原子能出版社），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这位父辈们时常念叨的人，是
中国铀矿采冶事业的奋斗者、领导者、
见证者，一生都在为国家强大贡献着力
量。

1937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不到 20
岁的苏华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毅然汇入
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1955年，他被授
予上校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和二级解放勋章。

1959年，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核事业
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苏华临危受命，
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铀矿采冶建设
的领导工作。到任后，他深入铀矿采冶
生产第一线，解决基层单位的困难和问
题，确保按期生产出合格的铀材料。由
于铀矿采冶的特殊性，厂矿分布广、战
线长，从新疆戈壁到东海之滨，从东北
大森林到南方的崇山峻岭，全国的铀矿
山及冶炼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苏华
每次深入现场，都要求整理出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并将其运用到决策工作中，
甚至对于新建厂矿，他都要亲自审定方
案，按照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意见。

苏华的回忆录也是一部中国铀矿建
设与发展史。苏华在其中多次提到基层

的一家铀矿企业，工人在极其艰苦的环
境下投入生产。全矿除一栋单身宿舍是
两层楼房外，其余全是土坯墙、竹编墙的
平房。建矿初期，干部职工全部住在附
近老乡家里，没有自来水，生产、生活用
水都全部靠人力从河里挑回来。建设者
用锄头、洋镐挖矿石，挖出矿石用土箕
装、扁担挑，用碓臼破石，用竹筛子手工
筛选矿，大块的再用铁锤打碎……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前
辈们凭着一双双勤劳的手和一股拼命
的干劲，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早出矿、多
出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家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为祖国造出自己的原子
弹，再苦再累心也甘，再难再险也上前。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时，新疆
罗布泊上空惊天动地的巨雷响彻云霄，
蘑菇云腾空而起！神州大地为之振奋，
亿万人民为之自豪！

铀矿采冶工作者们运用土办法生
产出了合格的铀材料，为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试爆成功提供部分铀材料，创造了
人间奇迹。苏华用笔记录了这一重要
历史时刻，也书写了他 70年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人生长卷。他无论从事对
敌斗争、军官预备役工作，还是从事铀
矿采冶建设等工作，每项工作都几乎是
从零开始，具有极大的开创性、挑战性，
却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工作
热情，在党的领导下将工作局面迅速打
开，并且取得骄人的成绩。

全书没有华丽的词汇，平铺直叙，
通俗易懂，却蕴含着催人奋进的力量和
启迪人生的智慧，感染、震撼着读者的
心灵。苏华一生都为了中国人民的革
命事业奋斗不息，为了中国的核事业发
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今天，我们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告慰先辈的
是：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你们。

祖国永在心中
■杨勤良

抓落实，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

展现，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

重要检验。《抓落实就是讲政治 讲政治

就要抓落实》（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围

绕充分认识“抓落实在党的领导工作中

的重要意义”“抓落实必须牢固树立党的

宗旨意识和正确政绩观”“抓落实必须具

有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等五

个方面进行详细阐释和深入解读，针对

落实各项决策和部署中存在的不重视抓

落实、不善于抓落实、抓而不实、抓而不

紧、抓而不细等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有助

于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充分认识抓落实的

重要性，增强狠抓落实本领。

《抓落实就是讲政治 讲政治就要抓落实》

增强狠抓落实本领
■徐舟周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一书，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将

这近百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分为三个段

落。第一个段落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

这是列强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个

段落为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这是革命势

力不断发展、清王朝最终覆灭的时代；第三

个段落为1912年到北伐战争，这是革命

势力与晚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

代。此书可谓一部中国近代政治通史，详

细阐述了各个段落中国政治中的重大事

件及其影响，很有学术和认识价值。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回望百年历史烟尘
■韩 震 乔文发

我国有5000多家博物馆。《你所不

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人民日报出版

社）一书，从中遴选出36家具有代表性

的博物馆，带领读者开启奇妙的中华文

明之旅。该书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和丰富

精美的图片，讲述了博物馆的历史沿革、

馆藏珍宝和精彩故事，其中不乏对各馆

镇馆之宝及其价值意义的解读，能让更

多人了解中华大地上灿若繁星的文化遗

产。该书采用锁线裸背胶钉的形式，方

便读者180度平铺打开，完整呈现250

余幅精美图片。封底采用首次出现“中

国”一词的青铜重器何尊形象，传达出中

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

《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开启中华文明之旅
■季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