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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 务实重干

努力推动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

谷宪达

近日，省、市媒体相继刊发了《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

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的通知》，迅

速在我市掀起了学习贯彻省政府 《通知》

的热潮。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持续营造

浓厚的学习贯彻省政府《通知》的氛围，弘

扬“乘势而上，务实重干”精神，努力推动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好《通

知》精神，明确省政府《通知》蕴含的重大

机遇，乘势而上抓落实。 省政府《通知》的

发布，标志着我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

型示范市正式上升为河南省战略，成为省

委、省政府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战略部

署，为我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

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是政策机

遇。《通知》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

职能，研究制定支持焦作市经济转型的政

策措施，在专项规划编制、政策实施、体制

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指导，为我市加快改

革创新，破解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制约

提供了条件。二是寻求支持、合作的机遇。

《通知》 为我市加强同省直有关部门的沟

通衔接，争取与有关部门、央企、省企战略

合作，使焦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

领域上得到支持提供了便利。三是招商引

资的机遇。《通知》将焦作推向了中原经济

区建设的前沿，成为省委、省政府建设中

原经济区的先行区， 为焦作扩大招商引

资、承接产业转移、争取项目布局提供了

环境。 只要我们抓住这些机遇、珍惜这些

机遇、用好这些机遇，就能乘势而上，保持

持续转型发展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

气势，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实践中取得突破、取得实效。

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必须担当起先

行先试的使命，增强“务实重干 ”的责任

感。《通知》是省委、省政府对焦作市委、市

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持续探索、实干实

效的充分肯定，凝结着省委、省政府对焦

作发展的关心、关怀和支持，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焦作的殷切期望。 《通知》要求我

市加强对方案实施工作的领导， 明确工作

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方案，认真

落实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大胆创新，务实

重干，高效运作，尽快取得成效。 因此，我们

必须积极作为，担当起先行先试、为中原经

济区经济转型当好先行者和探路人的使

命，努力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

环境为代价的 “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的路

子，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着力在现代城镇

体系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互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先行先试，率

先突破，示范带动，把焦作建设成为更具活

力、更具吸引力、更具辐射力、更具竞争力

的新型城市， 为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

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要担当起建设经济转型示范市的使

命，必须务实重干，深入开展以领导方式

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实践，坚持

“三具两基一抓手”， 深入开展 “两转两

提”，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理念、全新的

形式、全新的方法，以清醒的头脑、前瞻的

思维、科学的举措，全面谋划好城市发展

转型、产业转型升级、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的方略和路径，以大干的决心、大干的激

情、大干的力度，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使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早日达到预期目标，

不负省委、省政府的重托。（作者系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副调研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新思路与政策亮点

2

月

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

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中央

1

号文件） 正式

公开发布，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为什

么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 如何深

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央

1

号文件关

于农业科技的一系列新论述、 新思

路、新举措？农业部门将如何贯彻落

实？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

萌山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新论述：【根本出路在科技】

以中央

1

号文件的形式统一全

党意志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改革发

展， 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历程中是首

次，在科技发展进程中也是首次，有

许多创新之处。

关于农业科技创新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科技的

定位、定性和定向。在农业科技的定

位上，文件明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

稳定发展、 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

给，根本出路在科技。要坚持科教兴

农战略， 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

的位置。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我国已

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在农业

科技的定性上，文件明确强调，农业

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

会性，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幅， 逐步提高农业

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

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这就

进一步明确了在农业科技上， 政府

要发挥主导作用、 财政承担主要责

任的基本政策取向。 在农业科技的

定向上，文件明确强调，面向产业需

求， 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

共性技术， 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

节问题。 这更加明确了农业生产要

依靠科技、 农业科技要服务生产的

要求，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

按照这一要求， 我们要坚持产业需

求导向，切实解决科技与生产“两张

皮”的问题，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与农

业农村经济的融合。

关于农业技术推广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 强化基层公益

性农技推广服务， 要普遍健全乡镇

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 动植物疫

病防控、 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

务机构，明确公益性定位，根据产业

发展实际设立公共服务岗位； 要进

一步完善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管

理体制， 切实改善基层农技推广工

作条件， 按种养规模和服务绩效安

排推广工作经费。按照这些要求，我

们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

和人员在保障和支撑生产、 引领发

展等方面的作用， 着力增强基层农

技推广服务能力。要完善激励、评价

考核机制， 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

开展农技服务， 鼓励科研教学人员

深入基层从事农技推广服务。 要大

力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 扶持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关于教育科技培训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提出要振兴发展农业高

等、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农业科

技人才，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并

明确提出要实施一系列的人才培养

计划。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人才资源

是第一资源的地位， 人才是第一生

产力的地位，农业科技的发展，归根

结底取决于各个层次的农业人才智

力支撑，取决于具有科技素质、职业

技能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政策亮点：【一个衔接、两个覆盖】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农业科

技创新的新论述很多，新政策很多，

新亮点也很多， 包括农业科技创新

的方向、重点、机制、条件问题，也包

括种业科技创新问题、 强化公益性

农技推广服务问题、 扶持多元化农

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建设问题等等。其中，最受广大农业

科研和农技推广人员欢迎的政策亮

点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农业科技公

共性 、基础性 、社会性的 “三性 ”论

述， 这一论述给广大农业科技人员

吃下了定心丸； 另一个就是关于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一个

衔接、两个覆盖”的政策，即乡镇农

技人员工资待遇要与当地事业单位

的平均收入相衔接， 今年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

本覆盖所有农业县， 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

“一个衔接、两个覆盖”政策，是中央

财政支持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重大

政策突破， 是基层广大农技推广人

员的长期期盼， 是激励和发挥他们

作用的关键所在。

总体思路与主要目标：【三加快】

农业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责

任感， 紧紧围绕保障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目标， 坚持

把农业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

的根本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体

制机制，强化联合协作，全力加强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 推广服务能力建

设，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条件让

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能够安心工

作、潜心研究、热心服务，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不

断提升农业科技对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支撑能力。

今后一个时期， 加快农业科技

发展， 对农业部门来讲， 最重要是

“三加快”。 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尤其是种业创新， 着力解决制高点

的问题。 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作

物种业，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大

力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做大

做强；加大水稻机插、玉米、棉花机

收等攻关力度， 加强农机农艺融合

技术研发，加强应对农业灾害、节本

增效等关键技术研发。 二是加快农

业科技推广尤其是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建设，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 重点是加快健全乡镇农业公共

服务机构， 发挥县乡农技推广机构

的整体功能，提倡服务在乡、管理在

县。同时，引导鼓励专业合作社等社

会力量开展农技推广， 提高农业社

会化服务水平。适应生产环节、农时

季节、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的需求，

组织发动广大科技人员开展有针对

性的技术服务。 三是加快农业人才

培育尤其是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包

括现代农民培训，着力解决“将来谁

来种地”的问题。重点是加强农村实

用人才队伍建设，以种养大户、经纪

人、大学生村官、农机手等培训为重

点，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服

务人员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 依托

现有重大科研计划等， 加强科研优

秀人才及创新团队建设。 分期分批

选送农技骨干到大专院校深造，实

施农技推广服务特岗计划， 引导和

鼓励高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

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

2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农业规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土地

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

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

陈锡文表示，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 户均

经营规模应当逐步扩大。 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 机械的耕作规模、 服务规模可以是非常大

的。 在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的基础上，

如何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业技术

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

问题。

“同时，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陈锡文

说。中国各地的地区差别非常大，不同地区农业

经营规模差异也很大，总体来说，中国的农业规

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 这个适度就是人地

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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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

2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在今年的中央

1

号文件中，对于稳定农

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提出了三

件大事， 将为缓解农村土地纠纷和矛盾起到重

要作用。

在回答媒体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纠纷问

题时，陈锡文表示，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

中，方方面面都需要使用土地，所以确实有些矛

盾。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

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一件事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

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第二件事是

由农业部牵头， 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 第三件事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

同来研究， 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

民土地条款的修改。”陈锡文说，“这三项工作的

推进都会为缓解农村土地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

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

“三农”政策要适应城镇化新形势

近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27％

。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在城镇化迅速推

进的同时， 农村 “谁来种地”、 “谁来

养猪” 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 我国

将采取什么对策保障粮食安全？ 在国务

院新闻办

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

健对此作出解读。

唐 仁 健 表 示 ，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了

51.27％

， 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

折， 对 “三农” 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

策含义 。 重点应该解决 “谁来种地 ”、

农民怎么进城、 乡村如何治理三个大的

问题。

“这几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

逐步增加， 现在大数是

2

亿

5

千多万，

1

亿

5

千万是跨地区的。 由于大量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 农村确实有 ‘三留守’

的问题。” 唐仁健说， 今后应该有三个

方面的主要措施来加以解决：

一是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

上， 培育和创新农业的经营主体。 近几

年的进展非常明显， 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在已

经超过

50

多万家， 同时， 要加快发展专业

大户、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要培育职业农民、 专业农民，

让新一代有技术、 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

或者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

营。 “今年的

1

号文件中特别讲到了这

一点， 今后青年农民回乡创业， 包括搞

家庭农场， 在财税、 信贷政策上都要给

予相应的支持 ， 这也是

WTO

‘绿箱政

策’ 中很重要的一条。” 唐仁健说。

三是要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 加快发育专业的、 综合的， 合作性

的、 公司性的， 政府的、 民间的服务组

织， 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 产中、 产后

服务。

“关于今后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

总的来讲， 要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真正

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唐

仁健说， 应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 要双

轮驱动， 既要推进城镇化， 也要加强新

农村， 让留在农村的人口也能享受到良

好的生活条件， 中国有

3

亿人是农业户

籍， 大量农民工将会返回农村； 对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 要解决落户问题， 目前

新生代农民工有

1

个亿左右， 应当优先

解决 ； 引导农民工和农民就地转移就

业， 去年在省内就业是

8390

万， 增长

了

10.1％

， 而出省的农民工是

7400

多

万 ， 下降了

3.2％

， 说明农民就地就近

转移已经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农民进

城会涉及原有财产和权益保护问题， 比

如原来的承包地、 宅基地在集体有的分

配权、 林地等等， 要保护他们原有作为

集体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利， 让他们带着

财产进城。” 唐仁健说。

唐仁健还表示， 乡村怎么治理的问

题， 总的来讲是要建立立足国情和适应

发展需要， 建立党组织领导、 能让农民

充分参与、 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机制，

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

等。

（本栏目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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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历史京剧《廉吏于成龙》是由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领衔主演，讲述的是康

熙年间，新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到任后，发现前任官

员草菅人命，铸就了一起所谓“通海通匪”冤假错案，

造成了当地上万平民锒铛入狱。要改变现状，必须重

审旧案，同时减轻民众军粮徭役的沉重负担。他不顾

自身安危，施尽种种计谋，向驻节福建的康亲王坦诚

进言，与勒春、喀林等官僚周旋斗法，拯妇孺老弱于

水火，救受害无辜于囹圄，终于以其刚正直拗的人格

魅力和清廉俭朴的品行操守， 感化了康亲王及一应

同僚，使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我不是很爱看京剧， 但看这部京剧时真的被尚

长荣老师扮演的于成龙震撼了，他的正直执拗、清廉

俭朴的形象深深打动了我。这不仅仅是一台廉政剧，

更是一曲打动千万人的正气歌。 于成龙这位“廉吏”

不仅感动了百姓，感动了康亲王，也感动了勒春等奸

诈官僚，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做到此实属不

易。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公务员，当以于成龙为镜，作

一番深刻的反思，学习他身上特有的气质和品性，更

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做一个让百姓信任的人民公

仆。

一、浩然正气长存心间

一直在想用什么词形容于成龙比较好， 是正

义、公正，还是正直，但最终选择了“浩然正气”这个

词语。 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

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

德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种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

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 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

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震动千年。 而于

成龙，无愧于“浩然正气”这四个字。

官场上做一个清官谈何容易？ “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于成龙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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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出做官的经历，他怎

会不知道官场的黑暗，他早已经历尽了风雨波涛，尝

够了酸甜苦辣，受够了冷讽热嘲，听够了争闹喧嚣，

他怎么不累、不心痛呢？这种心痛之感早已使他心力

交瘁，他真的想退隐归去，本来他当官就不图一分一

厘，又何苦遭这种“摧眉折腰”之罪呢？可惜他是于成

龙，他的正气无法泯灭，他不能容忍世间出现不公而

自己不闻不问， 不能容忍国家出现危机而自己不在

眼前。 他自己也说“我这生就的秉性也难改了，丢不

下，抛不开，割不断，抹不掉，那天地良心人情世故，

公理信誓缕缕条条”。

“国本岂容撼？ 民意大于天”。 浩然正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着深切的爱

民之心。老百姓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看似简单的语言却

道出了老百姓对官员无限的期盼和寄托。 于成龙一上任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缴不起军粮而被认定为“通海通贼”的冤案数不胜数，当他去

四大监狱看到那里关着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时心痛得潸然泪下， 大呼：“是真犯岂

容一人来逃窜？ 是冤案纵然铁定我也要翻。 ”

他做官十八载，未曾拿百姓一分钱、一粒米，他每离开一个地方就收藏那里

的一捧泥土，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当做宝贝，那些泥土是他做官的见证。 他用泥土

记住那里的山水、记住那里的百姓、记住那里的悲欢、记住那里的友情，心怀坦荡

地走完人生之路，但求无愧于心。 这种正气是多么难能可贵，怪不得连官僚勒春

都被震撼得无言以对，泪湿满襟。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虽然于成龙离开我们已经有

300

多年，但他的

那身正气是永不磨灭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的。

二、知足常乐伴随一生

很多人都说，已经做官了，不愁吃不愁穿的为什么还要去贪呢？ 究其原因，

就三个字：不知足。知足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我们常说“知足常乐”，可是这简

单的四个字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面对一个又一个诱惑，面对穿名牌、开名车、一

顿饭要花掉上万元的奢靡之风，我们能否守得住心里的一方净土呢？我们一直说

要保持节俭，厉行节约，如何做到节俭？ 其实就两个字：知足。

于成龙做官多年，自己的俸禄都用来周济贫困百姓，自己的房间里只有一

张桌子、两张椅子、一张床、一身官服、一双官靴、一床薄被，屋里的米缸里无米无

肉，放的是咸菜萝卜，如此清苦的生活连康亲王都惊得不敢相信。 但于成龙从没

有一丝怨言，过得知足，过得快乐。 “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 ”食能果

腹，衣能蔽体，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欲如水，不遏则灭顶；贪如火，不厉禁，势成燎

原祸国殃民。 那种不知足，经不住诱惑的贪欲，终会害人害己。

于成龙府中收留着几个无家可归的黎民百姓，于成龙离开前从自己仅剩的

72

两银子中拿出

60

两银子分给他们，自己留

10

两用来给妻子看病，还有

2

两，

买上烧饼咸菜，剩下的做回家路费。 看到银子被合理地利用，他很知足。

其实无论做官与否，知足都是人生至深之理。 孔子说过：“贤哉，回也！ 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依然

自得其乐，追求知识，永无止境。 于成龙也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得其乐地为百

姓，为黎民造福。“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无求者天不能贱。”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

知足常乐，天下何来那么多贪慕虚荣、贪污腐化呢？

三、能言善辩足智多谋

“廉吏”仅凭清廉，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很容易被人陷害而锒铛入狱。很

多时候，“廉吏”还需要一张伶牙俐齿，拥有和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谋略，如果没

有铁齿铜牙，于成龙不会当上三品大员。 可见，要想做一个好官，还得有一副好

“嘴”。

“通海通贼”的案件需要重审，于成龙必须说服康亲王同意，可他求见康亲

王时，康亲王闭门不见，在府内宴请宾客，逼于成龙退却。 于成龙知道“大官见小

官，随口一声唤。 小官见大官，难于上青天”。 干等不是办法，不等又不能硬闯，因

此便在门口向管家呼喊：“我有件人命关天的紧急公事需要向王爷禀报， 既然他

老人家忙着吃喝玩乐，我也不便打扰，我只好回得衙去独自行文，派八百里快骑

直送北京，请皇上定夺。”吓得管家赶忙拉住。王爷出来后，问他为何发牢骚，他却

说：“不敢，怕打扰王爷休息，更怕耽误王爷的‘公事’。”这“公事”二字他是故意拖

长音，加语调，暗讽王爷，令王爷汗颜。 王爷问他既为公事为何不愿多等，他的回

答更是机智：“我快马加鞭赶至此地，早已是腰酸腿疼，饥肠辘辘，王爷正在欢聚

宾客，又没有我于成龙的片席之地，我若一味地傻等，饥困难熬不说，传出去对您

的名声也不好。 不会说您吝啬，只会说您目中无人，狂傲无礼。 ”让王爷是不得不

见他。

他知道王爷不肯用皇粮充军粮，便巧语说服：“王爷您是爱新觉罗后裔，当

今皇上的嫡亲骨肉，您深受皇家命，统领皇家军，借用皇家粮，一利于征战，二利

于民生，三利于朝廷大计，四利于您老人的赫赫官声，您何患而不做，何乐而不为

呢？”更是用大言相劝：“囹圄中目睹惨象谁不伤痛，求亲王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纵不为了受屈的三千众，也当为大清恒久昌盛万代尊荣。”说得康亲王心潮澎湃，

欣然同意。

于成龙还懂得随机应变。 康亲王到于成龙家看他，但于成龙已经没有钱买

酒招待了，仆人不敢直说，去井水里打了井水让康亲王喝。面对勒春的逼问，于成

龙机智回答：“酒字分两半，酉水不相干，以水代美酒，半酒奉君前。 ”说得康亲王

满心欢喜，甘愿喝水。 可见，想要做一个为民的好官，还必须足智多谋，练就一副

能说会道的“嘴”。

四、贤良妻子善解人意

说了前面三个于成龙自身的品质，如果那是于成龙成为“廉吏”的内因的

话，那么，于成龙有个很重要的外因，就是家中有个贤良的妻子。

于成龙的清廉品性和他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大多数贪官落网，他的妻子难

辞其咎，有些官品性本不坏，可禁不住枕边风的唠叨，走上不归路也就不足为奇

了。于成龙在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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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妻子邢氏一人在家伺候公婆，照顾孙儿，生活贫苦，却

没有一句抱怨，即使自己生病了也写书安慰于成龙：“莫以妾为念，鱼雁慰寂寥。”

邢氏也是一个善解人意、懂得丈夫情怀的女人，当于成龙说出罢官在家陪她的气

话时，她一语解出于成龙的心思“一日不将王事念，你定然昼难饱餐夜难眠”，并

告诉他：“为妻我儿孙绕膝毋须多记惦，只要你雁书两行报平安，待等你告老还乡

那一日，我定会引儿牵孙迎你到村边，重操犁锄重归天然。 ”妻子的理解、妻子简

单的期望让于成龙在官场上洒脱自如， 为民造福。 如果官员们都有个这样的妻

子，那贪污腐败案件定会减少啊。

纵观于成龙的做官生涯，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天地良心”。 很多人都觉得自

己犯点错误，收点贿赂，不会有人知道，但正如汉代清官杨震所说：“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虽乱而

必治。在现代社会，如何当一个好官，如何做一个被老百姓记惦的好官呢？其实归

纳起来就两句话：不负国家不亏群众，对得起天地良心！

（作者系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学习《总体方案》

加快转型发展

■

相关链接

乘势而上 务实重干

努力推动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

谷宪达

近日，省、市媒体相继刊发了《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

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的通知》，迅

速在我市掀起了学习贯彻省政府 《通知》

的热潮。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持续营造

浓厚的学习贯彻省政府《通知》的氛围，弘

扬“乘势而上，务实重干”精神，努力推动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好《通

知》精神，明确省政府《通知》蕴含的重大

机遇，乘势而上抓落实。 省政府《通知》的

发布，标志着我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

型示范市正式上升为河南省战略，成为省

委、省政府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战略部

署，为我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

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是政策机

遇。《通知》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

职能，研究制定支持焦作市经济转型的政

策措施，在专项规划编制、政策实施、体制

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指导，为我市加快改

革创新，破解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制约

提供了条件。二是寻求支持、合作的机遇。

《通知》 为我市加强同省直有关部门的沟

通衔接，争取与有关部门、央企、省企战略

合作，使焦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

领域上得到支持提供了便利。三是招商引

资的机遇。《通知》将焦作推向了中原经济

区建设的前沿，成为省委、省政府建设中

原经济区的先行区， 为焦作扩大招商引

资、承接产业转移、争取项目布局提供了

环境。 只要我们抓住这些机遇、珍惜这些

机遇、用好这些机遇，就能乘势而上，保持

持续转型发展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

气势，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实践中取得突破、取得实效。

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必须担当起先

行先试的使命，增强“务实重干 ”的责任

感。《通知》是省委、省政府对焦作市委、市

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持续探索、实干实

效的充分肯定，凝结着省委、省政府对焦

作发展的关心、关怀和支持，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焦作的殷切期望。 《通知》要求我

市加强对方案实施工作的领导， 明确工作

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方案，认真

落实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大胆创新，务实

重干，高效运作，尽快取得成效。 因此，我们

必须积极作为，担当起先行先试、为中原经

济区经济转型当好先行者和探路人的使

命，努力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

环境为代价的 “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的路

子，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着力在现代城镇

体系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互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先行先试，率

先突破，示范带动，把焦作建设成为更具活

力、更具吸引力、更具辐射力、更具竞争力

的新型城市， 为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

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要担当起建设经济转型示范市的使

命，必须务实重干，深入开展以领导方式

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实践，坚持

“三具两基一抓手”， 深入开展 “两转两

提”，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理念、全新的

形式、全新的方法，以清醒的头脑、前瞻的

思维、科学的举措，全面谋划好城市发展

转型、产业转型升级、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的方略和路径，以大干的决心、大干的激

情、大干的力度，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使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早日达到预期目标，

不负省委、省政府的重托。（作者系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副调研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新思路与政策亮点

2

月

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

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中央

1

号文件） 正式

公开发布，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为什

么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 如何深

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央

1

号文件关

于农业科技的一系列新论述、 新思

路、新举措？农业部门将如何贯彻落

实？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

萌山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新论述：【根本出路在科技】

以中央

1

号文件的形式统一全

党意志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改革发

展， 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历程中是首

次，在科技发展进程中也是首次，有

许多创新之处。

关于农业科技创新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科技的

定位、定性和定向。在农业科技的定

位上，文件明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

稳定发展、 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

给，根本出路在科技。要坚持科教兴

农战略， 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

的位置。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我国已

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在农业

科技的定性上，文件明确强调，农业

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

会性，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幅， 逐步提高农业

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

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这就

进一步明确了在农业科技上， 政府

要发挥主导作用、 财政承担主要责

任的基本政策取向。 在农业科技的

定向上，文件明确强调，面向产业需

求， 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

共性技术， 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

节问题。 这更加明确了农业生产要

依靠科技、 农业科技要服务生产的

要求，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

按照这一要求， 我们要坚持产业需

求导向，切实解决科技与生产“两张

皮”的问题，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与农

业农村经济的融合。

关于农业技术推广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 强化基层公益

性农技推广服务， 要普遍健全乡镇

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 动植物疫

病防控、 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

务机构，明确公益性定位，根据产业

发展实际设立公共服务岗位； 要进

一步完善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管

理体制， 切实改善基层农技推广工

作条件， 按种养规模和服务绩效安

排推广工作经费。按照这些要求，我

们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

和人员在保障和支撑生产、 引领发

展等方面的作用， 着力增强基层农

技推广服务能力。要完善激励、评价

考核机制， 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

开展农技服务， 鼓励科研教学人员

深入基层从事农技推广服务。 要大

力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 扶持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关于教育科技培训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提出要振兴发展农业高

等、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农业科

技人才，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并

明确提出要实施一系列的人才培养

计划。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人才资源

是第一资源的地位， 人才是第一生

产力的地位，农业科技的发展，归根

结底取决于各个层次的农业人才智

力支撑，取决于具有科技素质、职业

技能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政策亮点：【一个衔接、两个覆盖】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农业科

技创新的新论述很多，新政策很多，

新亮点也很多， 包括农业科技创新

的方向、重点、机制、条件问题，也包

括种业科技创新问题、 强化公益性

农技推广服务问题、 扶持多元化农

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建设问题等等。其中，最受广大农业

科研和农技推广人员欢迎的政策亮

点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农业科技公

共性 、基础性 、社会性的 “三性 ”论

述， 这一论述给广大农业科技人员

吃下了定心丸； 另一个就是关于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一个

衔接、两个覆盖”的政策，即乡镇农

技人员工资待遇要与当地事业单位

的平均收入相衔接， 今年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

本覆盖所有农业县， 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

“一个衔接、两个覆盖”政策，是中央

财政支持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重大

政策突破， 是基层广大农技推广人

员的长期期盼， 是激励和发挥他们

作用的关键所在。

总体思路与主要目标：【三加快】

农业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责

任感， 紧紧围绕保障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目标， 坚持

把农业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

的根本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体

制机制，强化联合协作，全力加强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 推广服务能力建

设，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条件让

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能够安心工

作、潜心研究、热心服务，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不

断提升农业科技对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支撑能力。

今后一个时期， 加快农业科技

发展， 对农业部门来讲， 最重要是

“三加快”。 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尤其是种业创新， 着力解决制高点

的问题。 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作

物种业，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大

力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做大

做强；加大水稻机插、玉米、棉花机

收等攻关力度， 加强农机农艺融合

技术研发，加强应对农业灾害、节本

增效等关键技术研发。 二是加快农

业科技推广尤其是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建设，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 重点是加快健全乡镇农业公共

服务机构， 发挥县乡农技推广机构

的整体功能，提倡服务在乡、管理在

县。同时，引导鼓励专业合作社等社

会力量开展农技推广， 提高农业社

会化服务水平。适应生产环节、农时

季节、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的需求，

组织发动广大科技人员开展有针对

性的技术服务。 三是加快农业人才

培育尤其是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包

括现代农民培训，着力解决“将来谁

来种地”的问题。重点是加强农村实

用人才队伍建设，以种养大户、经纪

人、大学生村官、农机手等培训为重

点，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服

务人员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 依托

现有重大科研计划等， 加强科研优

秀人才及创新团队建设。 分期分批

选送农技骨干到大专院校深造，实

施农技推广服务特岗计划， 引导和

鼓励高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

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

2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农业规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土地

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

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

陈锡文表示，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 户均

经营规模应当逐步扩大。 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 机械的耕作规模、 服务规模可以是非常大

的。 在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的基础上，

如何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业技术

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

问题。

“同时，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陈锡文

说。中国各地的地区差别非常大，不同地区农业

经营规模差异也很大，总体来说，中国的农业规

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 这个适度就是人地

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

将

推

进

三

项

工

作

缓

解

农

村

土

地

纠

纷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

2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在今年的中央

1

号文件中，对于稳定农

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提出了三

件大事， 将为缓解农村土地纠纷和矛盾起到重

要作用。

在回答媒体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纠纷问

题时，陈锡文表示，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

中，方方面面都需要使用土地，所以确实有些矛

盾。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

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一件事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

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第二件事是

由农业部牵头， 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 第三件事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

同来研究， 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

民土地条款的修改。”陈锡文说，“这三项工作的

推进都会为缓解农村土地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

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

“三农”政策要适应城镇化新形势

近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27％

。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在城镇化迅速推

进的同时， 农村 “谁来种地”、 “谁来

养猪” 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 我国

将采取什么对策保障粮食安全？ 在国务

院新闻办

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

健对此作出解读。

唐 仁 健 表 示 ，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了

51.27％

， 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

折， 对 “三农” 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

策含义 。 重点应该解决 “谁来种地 ”、

农民怎么进城、 乡村如何治理三个大的

问题。

“这几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

逐步增加， 现在大数是

2

亿

5

千多万，

1

亿

5

千万是跨地区的。 由于大量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 农村确实有 ‘三留守’

的问题。” 唐仁健说， 今后应该有三个

方面的主要措施来加以解决：

一是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

上， 培育和创新农业的经营主体。 近几

年的进展非常明显， 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在已

经超过

50

多万家， 同时， 要加快发展专业

大户、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要培育职业农民、 专业农民，

让新一代有技术、 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

或者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

营。 “今年的

1

号文件中特别讲到了这

一点， 今后青年农民回乡创业， 包括搞

家庭农场， 在财税、 信贷政策上都要给

予相应的支持 ， 这也是

WTO

‘绿箱政

策’ 中很重要的一条。” 唐仁健说。

三是要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 加快发育专业的、 综合的， 合作性

的、 公司性的， 政府的、 民间的服务组

织， 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 产中、 产后

服务。

“关于今后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

总的来讲， 要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真正

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唐

仁健说， 应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 要双

轮驱动， 既要推进城镇化， 也要加强新

农村， 让留在农村的人口也能享受到良

好的生活条件， 中国有

3

亿人是农业户

籍， 大量农民工将会返回农村； 对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 要解决落户问题， 目前

新生代农民工有

1

个亿左右， 应当优先

解决 ； 引导农民工和农民就地转移就

业， 去年在省内就业是

8390

万， 增长

了

10.1％

， 而出省的农民工是

7400

多

万 ， 下降了

3.2％

， 说明农民就地就近

转移已经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农民进

城会涉及原有财产和权益保护问题， 比

如原来的承包地、 宅基地在集体有的分

配权、 林地等等， 要保护他们原有作为

集体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利， 让他们带着

财产进城。” 唐仁健说。

唐仁健还表示， 乡村怎么治理的问

题， 总的来讲是要建立立足国情和适应

发展需要， 建立党组织领导、 能让农民

充分参与、 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机制，

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

等。

（本栏目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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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历史京剧《廉吏于成龙》是由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领衔主演，讲述的是康

熙年间，新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到任后，发现前任官

员草菅人命，铸就了一起所谓“通海通匪”冤假错案，

造成了当地上万平民锒铛入狱。要改变现状，必须重

审旧案，同时减轻民众军粮徭役的沉重负担。他不顾

自身安危，施尽种种计谋，向驻节福建的康亲王坦诚

进言，与勒春、喀林等官僚周旋斗法，拯妇孺老弱于

水火，救受害无辜于囹圄，终于以其刚正直拗的人格

魅力和清廉俭朴的品行操守， 感化了康亲王及一应

同僚，使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我不是很爱看京剧， 但看这部京剧时真的被尚

长荣老师扮演的于成龙震撼了，他的正直执拗、清廉

俭朴的形象深深打动了我。这不仅仅是一台廉政剧，

更是一曲打动千万人的正气歌。 于成龙这位“廉吏”

不仅感动了百姓，感动了康亲王，也感动了勒春等奸

诈官僚，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做到此实属不

易。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公务员，当以于成龙为镜，作

一番深刻的反思，学习他身上特有的气质和品性，更

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做一个让百姓信任的人民公

仆。

一、浩然正气长存心间

一直在想用什么词形容于成龙比较好， 是正

义、公正，还是正直，但最终选择了“浩然正气”这个

词语。 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

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

德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种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

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 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

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震动千年。 而于

成龙，无愧于“浩然正气”这四个字。

官场上做一个清官谈何容易？ “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于成龙有着

18

年外出做官的经历，他怎

会不知道官场的黑暗，他早已经历尽了风雨波涛，尝

够了酸甜苦辣，受够了冷讽热嘲，听够了争闹喧嚣，

他怎么不累、不心痛呢？这种心痛之感早已使他心力

交瘁，他真的想退隐归去，本来他当官就不图一分一

厘，又何苦遭这种“摧眉折腰”之罪呢？可惜他是于成

龙，他的正气无法泯灭，他不能容忍世间出现不公而

自己不闻不问， 不能容忍国家出现危机而自己不在

眼前。 他自己也说“我这生就的秉性也难改了，丢不

下，抛不开，割不断，抹不掉，那天地良心人情世故，

公理信誓缕缕条条”。

“国本岂容撼？ 民意大于天”。 浩然正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着深切的爱

民之心。老百姓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看似简单的语言却

道出了老百姓对官员无限的期盼和寄托。 于成龙一上任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缴不起军粮而被认定为“通海通贼”的冤案数不胜数，当他去

四大监狱看到那里关着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时心痛得潸然泪下， 大呼：“是真犯岂

容一人来逃窜？ 是冤案纵然铁定我也要翻。 ”

他做官十八载，未曾拿百姓一分钱、一粒米，他每离开一个地方就收藏那里

的一捧泥土，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当做宝贝，那些泥土是他做官的见证。 他用泥土

记住那里的山水、记住那里的百姓、记住那里的悲欢、记住那里的友情，心怀坦荡

地走完人生之路，但求无愧于心。 这种正气是多么难能可贵，怪不得连官僚勒春

都被震撼得无言以对，泪湿满襟。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虽然于成龙离开我们已经有

300

多年，但他的

那身正气是永不磨灭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的。

二、知足常乐伴随一生

很多人都说，已经做官了，不愁吃不愁穿的为什么还要去贪呢？ 究其原因，

就三个字：不知足。知足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我们常说“知足常乐”，可是这简

单的四个字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面对一个又一个诱惑，面对穿名牌、开名车、一

顿饭要花掉上万元的奢靡之风，我们能否守得住心里的一方净土呢？我们一直说

要保持节俭，厉行节约，如何做到节俭？ 其实就两个字：知足。

于成龙做官多年，自己的俸禄都用来周济贫困百姓，自己的房间里只有一

张桌子、两张椅子、一张床、一身官服、一双官靴、一床薄被，屋里的米缸里无米无

肉，放的是咸菜萝卜，如此清苦的生活连康亲王都惊得不敢相信。 但于成龙从没

有一丝怨言，过得知足，过得快乐。 “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 ”食能果

腹，衣能蔽体，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欲如水，不遏则灭顶；贪如火，不厉禁，势成燎

原祸国殃民。 那种不知足，经不住诱惑的贪欲，终会害人害己。

于成龙府中收留着几个无家可归的黎民百姓，于成龙离开前从自己仅剩的

72

两银子中拿出

60

两银子分给他们，自己留

10

两用来给妻子看病，还有

2

两，

买上烧饼咸菜，剩下的做回家路费。 看到银子被合理地利用，他很知足。

其实无论做官与否，知足都是人生至深之理。 孔子说过：“贤哉，回也！ 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依然

自得其乐，追求知识，永无止境。 于成龙也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得其乐地为百

姓，为黎民造福。“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无求者天不能贱。”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

知足常乐，天下何来那么多贪慕虚荣、贪污腐化呢？

三、能言善辩足智多谋

“廉吏”仅凭清廉，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很容易被人陷害而锒铛入狱。很

多时候，“廉吏”还需要一张伶牙俐齿，拥有和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谋略，如果没

有铁齿铜牙，于成龙不会当上三品大员。 可见，要想做一个好官，还得有一副好

“嘴”。

“通海通贼”的案件需要重审，于成龙必须说服康亲王同意，可他求见康亲

王时，康亲王闭门不见，在府内宴请宾客，逼于成龙退却。 于成龙知道“大官见小

官，随口一声唤。 小官见大官，难于上青天”。 干等不是办法，不等又不能硬闯，因

此便在门口向管家呼喊：“我有件人命关天的紧急公事需要向王爷禀报， 既然他

老人家忙着吃喝玩乐，我也不便打扰，我只好回得衙去独自行文，派八百里快骑

直送北京，请皇上定夺。”吓得管家赶忙拉住。王爷出来后，问他为何发牢骚，他却

说：“不敢，怕打扰王爷休息，更怕耽误王爷的‘公事’。”这“公事”二字他是故意拖

长音，加语调，暗讽王爷，令王爷汗颜。 王爷问他既为公事为何不愿多等，他的回

答更是机智：“我快马加鞭赶至此地，早已是腰酸腿疼，饥肠辘辘，王爷正在欢聚

宾客，又没有我于成龙的片席之地，我若一味地傻等，饥困难熬不说，传出去对您

的名声也不好。 不会说您吝啬，只会说您目中无人，狂傲无礼。 ”让王爷是不得不

见他。

他知道王爷不肯用皇粮充军粮，便巧语说服：“王爷您是爱新觉罗后裔，当

今皇上的嫡亲骨肉，您深受皇家命，统领皇家军，借用皇家粮，一利于征战，二利

于民生，三利于朝廷大计，四利于您老人的赫赫官声，您何患而不做，何乐而不为

呢？”更是用大言相劝：“囹圄中目睹惨象谁不伤痛，求亲王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纵不为了受屈的三千众，也当为大清恒久昌盛万代尊荣。”说得康亲王心潮澎湃，

欣然同意。

于成龙还懂得随机应变。 康亲王到于成龙家看他，但于成龙已经没有钱买

酒招待了，仆人不敢直说，去井水里打了井水让康亲王喝。面对勒春的逼问，于成

龙机智回答：“酒字分两半，酉水不相干，以水代美酒，半酒奉君前。 ”说得康亲王

满心欢喜，甘愿喝水。 可见，想要做一个为民的好官，还必须足智多谋，练就一副

能说会道的“嘴”。

四、贤良妻子善解人意

说了前面三个于成龙自身的品质，如果那是于成龙成为“廉吏”的内因的

话，那么，于成龙有个很重要的外因，就是家中有个贤良的妻子。

于成龙的清廉品性和他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大多数贪官落网，他的妻子难

辞其咎，有些官品性本不坏，可禁不住枕边风的唠叨，走上不归路也就不足为奇

了。于成龙在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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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妻子邢氏一人在家伺候公婆，照顾孙儿，生活贫苦，却

没有一句抱怨，即使自己生病了也写书安慰于成龙：“莫以妾为念，鱼雁慰寂寥。”

邢氏也是一个善解人意、懂得丈夫情怀的女人，当于成龙说出罢官在家陪她的气

话时，她一语解出于成龙的心思“一日不将王事念，你定然昼难饱餐夜难眠”，并

告诉他：“为妻我儿孙绕膝毋须多记惦，只要你雁书两行报平安，待等你告老还乡

那一日，我定会引儿牵孙迎你到村边，重操犁锄重归天然。 ”妻子的理解、妻子简

单的期望让于成龙在官场上洒脱自如， 为民造福。 如果官员们都有个这样的妻

子，那贪污腐败案件定会减少啊。

纵观于成龙的做官生涯，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天地良心”。 很多人都觉得自

己犯点错误，收点贿赂，不会有人知道，但正如汉代清官杨震所说：“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虽乱而

必治。在现代社会，如何当一个好官，如何做一个被老百姓记惦的好官呢？其实归

纳起来就两句话：不负国家不亏群众，对得起天地良心！

（作者系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学习《总体方案》

加快转型发展

乘势而上 务实重干

努力推动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

谷宪达

近日，省、市媒体相继刊发了《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焦作市建设中原经济

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的通知》，迅

速在我市掀起了学习贯彻省政府 《通知》

的热潮。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持续营造

浓厚的学习贯彻省政府《通知》的氛围，弘

扬“乘势而上，务实重干”精神，努力推动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

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好《通

知》精神，明确省政府《通知》蕴含的重大

机遇，乘势而上抓落实。 省政府《通知》的

发布，标志着我市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

型示范市正式上升为河南省战略，成为省

委、省政府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大战略部

署，为我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

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是政策机

遇。《通知》要求省直有关部门要结合自身

职能，研究制定支持焦作市经济转型的政

策措施，在专项规划编制、政策实施、体制

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指导，为我市加快改

革创新，破解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制约

提供了条件。二是寻求支持、合作的机遇。

《通知》 为我市加强同省直有关部门的沟

通衔接，争取与有关部门、央企、省企战略

合作，使焦作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

领域上得到支持提供了便利。三是招商引

资的机遇。《通知》将焦作推向了中原经济

区建设的前沿，成为省委、省政府建设中

原经济区的先行区， 为焦作扩大招商引

资、承接产业转移、争取项目布局提供了

环境。 只要我们抓住这些机遇、珍惜这些

机遇、用好这些机遇，就能乘势而上，保持

持续转型发展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好的

气势，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实践中取得突破、取得实效。

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必须担当起先

行先试的使命，增强“务实重干 ”的责任

感。《通知》是省委、省政府对焦作市委、市

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持续探索、实干实

效的充分肯定，凝结着省委、省政府对焦

作发展的关心、关怀和支持，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对焦作的殷切期望。 《通知》要求我

市加强对方案实施工作的领导， 明确工作

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方案，认真

落实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大胆创新，务实

重干，高效运作，尽快取得成效。 因此，我们

必须积极作为，担当起先行先试、为中原经

济区经济转型当好先行者和探路人的使

命，努力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

环境为代价的 “三化” 协调科学发展的路

子，站位全局，服务大局，着力在现代城镇

体系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互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先行先试，率

先突破，示范带动，把焦作建设成为更具活

力、更具吸引力、更具辐射力、更具竞争力

的新型城市， 为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

快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要担当起建设经济转型示范市的使

命，必须务实重干，深入开展以领导方式

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实践，坚持

“三具两基一抓手”， 深入开展 “两转两

提”，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理念、全新的

形式、全新的方法，以清醒的头脑、前瞻的

思维、科学的举措，全面谋划好城市发展

转型、产业转型升级、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的方略和路径，以大干的决心、大干的激

情、大干的力度，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使

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早日达到预期目标，

不负省委、省政府的重托。（作者系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副调研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新思路与政策亮点

2

月

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

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中央

1

号文件） 正式

公开发布，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为什

么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 如何深

刻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央

1

号文件关

于农业科技的一系列新论述、 新思

路、新举措？农业部门将如何贯彻落

实？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

萌山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新论述：【根本出路在科技】

以中央

1

号文件的形式统一全

党意志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改革发

展， 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历程中是首

次，在科技发展进程中也是首次，有

许多创新之处。

关于农业科技创新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科技的

定位、定性和定向。在农业科技的定

位上，文件明确指出，实现农业持续

稳定发展、 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

给，根本出路在科技。要坚持科教兴

农战略， 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

的位置。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我国已

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现

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在农业

科技的定性上，文件明确强调，农业

科技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

会性，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幅， 逐步提高农业

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

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这就

进一步明确了在农业科技上， 政府

要发挥主导作用、 财政承担主要责

任的基本政策取向。 在农业科技的

定向上，文件明确强调，面向产业需

求， 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

共性技术， 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

节问题。 这更加明确了农业生产要

依靠科技、 农业科技要服务生产的

要求，明确了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

按照这一要求， 我们要坚持产业需

求导向，切实解决科技与生产“两张

皮”的问题，大力推进农业科技与农

业农村经济的融合。

关于农业技术推广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 强化基层公益

性农技推广服务， 要普遍健全乡镇

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 动植物疫

病防控、 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

务机构，明确公益性定位，根据产业

发展实际设立公共服务岗位； 要进

一步完善乡镇农业公共服务机构管

理体制， 切实改善基层农技推广工

作条件， 按种养规模和服务绩效安

排推广工作经费。按照这些要求，我

们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农技推广机构

和人员在保障和支撑生产、 引领发

展等方面的作用， 着力增强基层农

技推广服务能力。要完善激励、评价

考核机制， 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

开展农技服务， 鼓励科研教学人员

深入基层从事农技推广服务。 要大

力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 扶持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关于教育科技培训问题， 中央

1

号文件提出要振兴发展农业高

等、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培养农业科

技人才，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并

明确提出要实施一系列的人才培养

计划。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人才资源

是第一资源的地位， 人才是第一生

产力的地位，农业科技的发展，归根

结底取决于各个层次的农业人才智

力支撑，取决于具有科技素质、职业

技能的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

政策亮点：【一个衔接、两个覆盖】

今年中央

1

号文件关于农业科

技创新的新论述很多，新政策很多，

新亮点也很多， 包括农业科技创新

的方向、重点、机制、条件问题，也包

括种业科技创新问题、 强化公益性

农技推广服务问题、 扶持多元化农

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建设问题等等。其中，最受广大农业

科研和农技推广人员欢迎的政策亮

点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农业科技公

共性 、基础性 、社会性的 “三性 ”论

述， 这一论述给广大农业科技人员

吃下了定心丸； 另一个就是关于基

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一个

衔接、两个覆盖”的政策，即乡镇农

技人员工资待遇要与当地事业单位

的平均收入相衔接， 今年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

本覆盖所有农业县， 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

“一个衔接、两个覆盖”政策，是中央

财政支持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重大

政策突破， 是基层广大农技推广人

员的长期期盼， 是激励和发挥他们

作用的关键所在。

总体思路与主要目标：【三加快】

农业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责

任感， 紧紧围绕保障粮食等主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目标， 坚持

把农业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

的根本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完善体

制机制，强化联合协作，全力加强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 推广服务能力建

设，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条件让

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能够安心工

作、潜心研究、热心服务，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不

断提升农业科技对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的支撑能力。

今后一个时期， 加快农业科技

发展， 对农业部门来讲， 最重要是

“三加快”。 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尤其是种业创新， 着力解决制高点

的问题。 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作

物种业，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大

力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做大

做强；加大水稻机插、玉米、棉花机

收等攻关力度， 加强农机农艺融合

技术研发，加强应对农业灾害、节本

增效等关键技术研发。 二是加快农

业科技推广尤其是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建设，着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

题。 重点是加快健全乡镇农业公共

服务机构， 发挥县乡农技推广机构

的整体功能，提倡服务在乡、管理在

县。同时，引导鼓励专业合作社等社

会力量开展农技推广， 提高农业社

会化服务水平。适应生产环节、农时

季节、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的需求，

组织发动广大科技人员开展有针对

性的技术服务。 三是加快农业人才

培育尤其是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包

括现代农民培训，着力解决“将来谁

来种地”的问题。重点是加强农村实

用人才队伍建设，以种养大户、经纪

人、大学生村官、农机手等培训为重

点，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服

务人员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 依托

现有重大科研计划等， 加强科研优

秀人才及创新团队建设。 分期分批

选送农技骨干到大专院校深造，实

施农技推广服务特岗计划， 引导和

鼓励高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

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

2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农业规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土地

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一定要建立在农民依法自

愿有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推进。

陈锡文表示，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 户均

经营规模应当逐步扩大。 在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过程中， 要更加注重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 机械的耕作规模、 服务规模可以是非常大

的。 在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稳定的基础上，

如何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业技术

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是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关键

问题。

“同时，要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 ”陈锡文

说。中国各地的地区差别非常大，不同地区农业

经营规模差异也很大，总体来说，中国的农业规

模一定是一种适度的规模， 这个适度就是人地

之间的比例关系动态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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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办公室主

任陈锡文

2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在今年的中央

1

号文件中，对于稳定农

村的土地政策和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提出了三

件大事， 将为缓解农村土地纠纷和矛盾起到重

要作用。

在回答媒体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纠纷问

题时，陈锡文表示，在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

中，方方面面都需要使用土地，所以确实有些矛

盾。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保持原有

法律政策的稳定以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一件事是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完成农村

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第二件事是

由农业部牵头， 开始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 第三件事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共

同来研究， 提出对土地管理法中涉及到征收农

民土地条款的修改。”陈锡文说，“这三项工作的

推进都会为缓解农村土地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

盾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

“三农”政策要适应城镇化新形势

近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27％

。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在城镇化迅速推

进的同时， 农村 “谁来种地”、 “谁来

养猪” 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 我国

将采取什么对策保障粮食安全？ 在国务

院新闻办

2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

健对此作出解读。

唐 仁 健 表 示 ，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了

51.27％

， 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

折， 对 “三农” 工作具有极其丰富的政

策含义 。 重点应该解决 “谁来种地 ”、

农民怎么进城、 乡村如何治理三个大的

问题。

“这几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

逐步增加， 现在大数是

2

亿

5

千多万，

1

亿

5

千万是跨地区的。 由于大量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 农村确实有 ‘三留守’

的问题。” 唐仁健说， 今后应该有三个

方面的主要措施来加以解决：

一是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

上， 培育和创新农业的经营主体。 近几

年的进展非常明显， 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在已

经超过

50

多万家， 同时， 要加快发展专业

大户、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要培育职业农民、 专业农民，

让新一代有技术、 会经营的农民在农村

或者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经

营。 “今年的

1

号文件中特别讲到了这

一点， 今后青年农民回乡创业， 包括搞

家庭农场， 在财税、 信贷政策上都要给

予相应的支持 ， 这也是

WTO

‘绿箱政

策’ 中很重要的一条。” 唐仁健说。

三是要加强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

系， 加快发育专业的、 综合的， 合作性

的、 公司性的， 政府的、 民间的服务组

织， 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 产中、 产后

服务。

“关于今后农民如何进城的问题，

总的来讲， 要让农民进城以后能够真正

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唐

仁健说， 应合理引导人口的流向， 要双

轮驱动， 既要推进城镇化， 也要加强新

农村， 让留在农村的人口也能享受到良

好的生活条件， 中国有

3

亿人是农业户

籍， 大量农民工将会返回农村； 对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 要解决落户问题， 目前

新生代农民工有

1

个亿左右， 应当优先

解决 ； 引导农民工和农民就地转移就

业， 去年在省内就业是

8390

万， 增长

了

10.1％

， 而出省的农民工是

7400

多

万 ， 下降了

3.2％

， 说明农民就地就近

转移已经是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农民进

城会涉及原有财产和权益保护问题， 比

如原来的承包地、 宅基地在集体有的分

配权、 林地等等， 要保护他们原有作为

集体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利， 让他们带着

财产进城。” 唐仁健说。

唐仁健还表示， 乡村怎么治理的问

题， 总的来讲是要建立立足国情和适应

发展需要， 建立党组织领导、 能让农民

充分参与、 充满活力的乡村自治机制，

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

等。

（本栏目均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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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历史京剧《廉吏于成龙》是由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领衔主演，讲述的是康

熙年间，新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到任后，发现前任官

员草菅人命，铸就了一起所谓“通海通匪”冤假错案，

造成了当地上万平民锒铛入狱。要改变现状，必须重

审旧案，同时减轻民众军粮徭役的沉重负担。他不顾

自身安危，施尽种种计谋，向驻节福建的康亲王坦诚

进言，与勒春、喀林等官僚周旋斗法，拯妇孺老弱于

水火，救受害无辜于囹圄，终于以其刚正直拗的人格

魅力和清廉俭朴的品行操守， 感化了康亲王及一应

同僚，使一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我不是很爱看京剧， 但看这部京剧时真的被尚

长荣老师扮演的于成龙震撼了，他的正直执拗、清廉

俭朴的形象深深打动了我。这不仅仅是一台廉政剧，

更是一曲打动千万人的正气歌。 于成龙这位“廉吏”

不仅感动了百姓，感动了康亲王，也感动了勒春等奸

诈官僚，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做到此实属不

易。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公务员，当以于成龙为镜，作

一番深刻的反思，学习他身上特有的气质和品性，更

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 做一个让百姓信任的人民公

仆。

一、浩然正气长存心间

一直在想用什么词形容于成龙比较好， 是正

义、公正，还是正直，但最终选择了“浩然正气”这个

词语。 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

一种十分浩大、十分刚强的气。这种气是用正义和道

德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种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

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 是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

义和道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震动千年。 而于

成龙，无愧于“浩然正气”这四个字。

官场上做一个清官谈何容易？ “三年清知府，十

万雪花银”。于成龙有着

18

年外出做官的经历，他怎

会不知道官场的黑暗，他早已经历尽了风雨波涛，尝

够了酸甜苦辣，受够了冷讽热嘲，听够了争闹喧嚣，

他怎么不累、不心痛呢？这种心痛之感早已使他心力

交瘁，他真的想退隐归去，本来他当官就不图一分一

厘，又何苦遭这种“摧眉折腰”之罪呢？可惜他是于成

龙，他的正气无法泯灭，他不能容忍世间出现不公而

自己不闻不问， 不能容忍国家出现危机而自己不在

眼前。 他自己也说“我这生就的秉性也难改了，丢不

下，抛不开，割不断，抹不掉，那天地良心人情世故，

公理信誓缕缕条条”。

“国本岂容撼？ 民意大于天”。 浩然正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着深切的爱

民之心。老百姓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看似简单的语言却

道出了老百姓对官员无限的期盼和寄托。 于成龙一上任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因为缴不起军粮而被认定为“通海通贼”的冤案数不胜数，当他去

四大监狱看到那里关着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时心痛得潸然泪下， 大呼：“是真犯岂

容一人来逃窜？ 是冤案纵然铁定我也要翻。 ”

他做官十八载，未曾拿百姓一分钱、一粒米，他每离开一个地方就收藏那里

的一捧泥土，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当做宝贝，那些泥土是他做官的见证。 他用泥土

记住那里的山水、记住那里的百姓、记住那里的悲欢、记住那里的友情，心怀坦荡

地走完人生之路，但求无愧于心。 这种正气是多么难能可贵，怪不得连官僚勒春

都被震撼得无言以对，泪湿满襟。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虽然于成龙离开我们已经有

300

多年，但他的

那身正气是永不磨灭的，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学习的。

二、知足常乐伴随一生

很多人都说，已经做官了，不愁吃不愁穿的为什么还要去贪呢？ 究其原因，

就三个字：不知足。知足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我们常说“知足常乐”，可是这简

单的四个字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面对一个又一个诱惑，面对穿名牌、开名车、一

顿饭要花掉上万元的奢靡之风，我们能否守得住心里的一方净土呢？我们一直说

要保持节俭，厉行节约，如何做到节俭？ 其实就两个字：知足。

于成龙做官多年，自己的俸禄都用来周济贫困百姓，自己的房间里只有一

张桌子、两张椅子、一张床、一身官服、一双官靴、一床薄被，屋里的米缸里无米无

肉，放的是咸菜萝卜，如此清苦的生活连康亲王都惊得不敢相信。 但于成龙从没

有一丝怨言，过得知足，过得快乐。 “要饱还是家常饭，要暖还是粗布衣。 ”食能果

腹，衣能蔽体，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欲如水，不遏则灭顶；贪如火，不厉禁，势成燎

原祸国殃民。 那种不知足，经不住诱惑的贪欲，终会害人害己。

于成龙府中收留着几个无家可归的黎民百姓，于成龙离开前从自己仅剩的

72

两银子中拿出

60

两银子分给他们，自己留

10

两用来给妻子看病，还有

2

两，

买上烧饼咸菜，剩下的做回家路费。 看到银子被合理地利用，他很知足。

其实无论做官与否，知足都是人生至深之理。 孔子说过：“贤哉，回也！ 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依然

自得其乐，追求知识，永无止境。 于成龙也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得其乐地为百

姓，为黎民造福。“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无求者天不能贱。”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

知足常乐，天下何来那么多贪慕虚荣、贪污腐化呢？

三、能言善辩足智多谋

“廉吏”仅凭清廉，埋头苦干是远远不够的，很容易被人陷害而锒铛入狱。很

多时候，“廉吏”还需要一张伶牙俐齿，拥有和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谋略，如果没

有铁齿铜牙，于成龙不会当上三品大员。 可见，要想做一个好官，还得有一副好

“嘴”。

“通海通贼”的案件需要重审，于成龙必须说服康亲王同意，可他求见康亲

王时，康亲王闭门不见，在府内宴请宾客，逼于成龙退却。 于成龙知道“大官见小

官，随口一声唤。 小官见大官，难于上青天”。 干等不是办法，不等又不能硬闯，因

此便在门口向管家呼喊：“我有件人命关天的紧急公事需要向王爷禀报， 既然他

老人家忙着吃喝玩乐，我也不便打扰，我只好回得衙去独自行文，派八百里快骑

直送北京，请皇上定夺。”吓得管家赶忙拉住。王爷出来后，问他为何发牢骚，他却

说：“不敢，怕打扰王爷休息，更怕耽误王爷的‘公事’。”这“公事”二字他是故意拖

长音，加语调，暗讽王爷，令王爷汗颜。 王爷问他既为公事为何不愿多等，他的回

答更是机智：“我快马加鞭赶至此地，早已是腰酸腿疼，饥肠辘辘，王爷正在欢聚

宾客，又没有我于成龙的片席之地，我若一味地傻等，饥困难熬不说，传出去对您

的名声也不好。 不会说您吝啬，只会说您目中无人，狂傲无礼。 ”让王爷是不得不

见他。

他知道王爷不肯用皇粮充军粮，便巧语说服：“王爷您是爱新觉罗后裔，当

今皇上的嫡亲骨肉，您深受皇家命，统领皇家军，借用皇家粮，一利于征战，二利

于民生，三利于朝廷大计，四利于您老人的赫赫官声，您何患而不做，何乐而不为

呢？”更是用大言相劝：“囹圄中目睹惨象谁不伤痛，求亲王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纵不为了受屈的三千众，也当为大清恒久昌盛万代尊荣。”说得康亲王心潮澎湃，

欣然同意。

于成龙还懂得随机应变。 康亲王到于成龙家看他，但于成龙已经没有钱买

酒招待了，仆人不敢直说，去井水里打了井水让康亲王喝。面对勒春的逼问，于成

龙机智回答：“酒字分两半，酉水不相干，以水代美酒，半酒奉君前。 ”说得康亲王

满心欢喜，甘愿喝水。 可见，想要做一个为民的好官，还必须足智多谋，练就一副

能说会道的“嘴”。

四、贤良妻子善解人意

说了前面三个于成龙自身的品质，如果那是于成龙成为“廉吏”的内因的

话，那么，于成龙有个很重要的外因，就是家中有个贤良的妻子。

于成龙的清廉品性和他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大多数贪官落网，他的妻子难

辞其咎，有些官品性本不坏，可禁不住枕边风的唠叨，走上不归路也就不足为奇

了。于成龙在外工作

18

年，妻子邢氏一人在家伺候公婆，照顾孙儿，生活贫苦，却

没有一句抱怨，即使自己生病了也写书安慰于成龙：“莫以妾为念，鱼雁慰寂寥。”

邢氏也是一个善解人意、懂得丈夫情怀的女人，当于成龙说出罢官在家陪她的气

话时，她一语解出于成龙的心思“一日不将王事念，你定然昼难饱餐夜难眠”，并

告诉他：“为妻我儿孙绕膝毋须多记惦，只要你雁书两行报平安，待等你告老还乡

那一日，我定会引儿牵孙迎你到村边，重操犁锄重归天然。 ”妻子的理解、妻子简

单的期望让于成龙在官场上洒脱自如， 为民造福。 如果官员们都有个这样的妻

子，那贪污腐败案件定会减少啊。

纵观于成龙的做官生涯，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天地良心”。 很多人都觉得自

己犯点错误，收点贿赂，不会有人知道，但正如汉代清官杨震所说：“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虽乱而

必治。在现代社会，如何当一个好官，如何做一个被老百姓记惦的好官呢？其实归

纳起来就两句话：不负国家不亏群众，对得起天地良心！

（作者系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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