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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以

来，集武陟县八区中的老城区、城北重工业

区建设重任于一身的龙源镇党委、 镇政府

高度重视，以加快老城区改造、建设舒适宜

居之城，做强城北重工业区、建设企业转型

升级之城为己任，以武陟建设“三化”协调

发展试验区为目标， 通过组织镇领导班子

成员、镇机关全体职工、各村两委会成员，

认真学习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

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焦作市建设

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精

神，结合龙源镇实际，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

路，提出了“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努

力按照“两不三新”要求，努力建设“三化”

协调发展新龙源”的奋斗目标。

发挥优势强力招商， 切实抓好项目建

设。 一是充分利用位于老城区的地理优势

和城北重工业园区、 云台大道工业园区的

发展平台，重点开展“以城招商”和“以园招

商”，着力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附加值

高和带动能力强的工业项目及三产项目。

二是抽调经济办、土地所、工商所、地税所、

派出所等单位的得力人员成立招商项目落

地服务队， 专门负责为项目协调办理各项

前期手续，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

效。三是重点抓好辅仁集团投资

10

亿元的

辅仁医药产业园项目、 焦作恒润科技公司

投资

1.8

亿元年产

1000

吨来曲唑抗癌医

药中间体项目、 河南经发房地产公司投资

1.4

亿元的新时代广场项目、西马曲村投资

1.2

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西石寺村投资

1

亿元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四是紧盯广

东雄塑集团等

5

个洽谈项目， 力争项目早

日落户武陟。

致力城乡统筹发展， 建设新型农村社

区。 一是重点抓好投资

1.5

亿元占地

160

亩的西马曲社区、投资

1

亿元占地

30

亩的

西石寺社区、投资

1.1

亿元占地

60

亩的龙

源村社区等“城中村”改造社区建设。目前，

西石寺社区已开工建设， 西马曲社区正在

清理附属物， 龙源村社区正在与开发商洽

谈。 二是以城北重工业区建设扩大用地面

积为契机，与晋开绿宇集团合作，启动央庄

村整村搬迁。 三是以城区企业辅仁怀庆堂

药业公司外迁为契机，与辅仁公司合作，在

其现址上建设西仲许村社区， 目前合作协

议已经签订。 四是抓住龙源路改扩建的机

遇，利用青龙宫的旅游资源，在万花村入村

牌坊以北、青龙宫门前广场以南，建设一个具有民俗文化、观光游览型的农村社

区。五是抓好东马曲、东仲许、西仲许

3

个村民集资型农村社区建设，确保土地集

约利用，为整村逐步搬迁节约空间。六是围绕绕城路建设，在白徐店村东、云台大

道西、迎宾苑和绕城路北规划新建一个占地

500

亩的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实现小

徐岗、祝徐店、闫徐店、卢徐店、任徐店、梁徐店、白徐店

8

个村庄的整村搬迁。

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着力发展高效农业。一是进一步扩大东仲许省级无公害

蔬菜基地、 祝徐店苗木花卉基地和蒙牛集团小原村奶牛养殖基地等高效农业示

范基地规模。 二是按照统一供种、统一补贴、连片种植、集约发展的模式，引导群

众积极种植优质专用小麦

2.1

万亩、优质玉米

1.5

万余亩，粮食产量达到

30012

吨，切实加强优质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产量。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农业基

础设施。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为重点，拿出

50

万元专项资金，对新建和

维修机井及购买水泵等农田设施进行直接补贴。

落实各项稳定措施，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一是进一步完善镇班子成员信访包

村责任制度，通过落实责任促进稳定工作，将“平安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做到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使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二是进一步加强村

级民调组织建设， 落实民调组织成员的经济待遇， 保证农村各类纠纷有专人管

理。 三是抓好特殊群体的稳控工作，建立一套科学的应急机制，把突发性不稳定

因素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全镇社会大局稳定。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大力兴办惠民实事。一是积极做好武陟县老城区一个广

场、三个入城口、五个公园、七条道路的“

1357

”城市建设工程中涉及我镇

142

户

被拆迁居民住宅的安置及救助工作；二是积极向上级民政部门申报，完成建设总

投资

480

万元的镇中心敬老院项目， 进一步改善全镇五保老人等社会弱势困难

群体的生活、居住环境；三是投资

100

万元抓好“城中村”环卫队员和环境卫生管

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环境卫生长效工作机制，提高城市品位；四是投资

30

余万元，建立非“城中村”环境卫生长效机制，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营造一个

干净舒心的环境；五是继续为全镇

70

岁以上老党员每月发放

30

元生活补助费。

通过办实事、办好事，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加强干部绩效管理，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一是出台机关考勤签到制度、党务

政务督察办法等

20

多项机关工作制度，构建干部作风整顿长效机制。 二是进一

步修订完善《龙源镇干部绩效考评管理方案》，要求对确定的每项工作都明确责

任，落实到人，限定时间，作出奖惩，做到各项任务目标化、分解到位责任化、工作

推进时序化，把“

1357

工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作为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任期目标进行考核，并制定较高的工作标准和严厉的奖惩措施。

（作者系武陟县龙源镇党委书记）

雾中净影风光 樊家富 摄

（一）山水情怀

净影山水，天下大美；四季旖旎，人间仙境。

竹径通幽，桃花春风；亭台楼阁，万绿丛中。

山道弯弯，鲜花满山；芳草萋萋，蝴蝶翩翩。

湖水清清，明月倒影；小桥流水，鸟语花香。

醉美净影欢迎您

净影行

□

马元章

千峰竞秀 郭居富 摄

风光旖旎净影湖 郭居富 摄

净影夏景图 苗建国 摄

（二）和谐净影

山不在高，有客则名；水不在深，有船则灵。

车辆嚷嚷，人来车往；游人熙熙，皆来观光。

醉美净影，魅力无穷；流连忘返，不思归程。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

官方微博：

weibo.com/jzrb■

新闻热线：

8797000■

编辑：金桂香

│

校对：马 艳

│

组版：华保红

学习实践

201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三

6

JIAOZUO��DAILY

忏 悔 之 声 警 世 之 音

———读靳长根著《贪官忏悔告诉我们什么———党员干部的十二堂警示教育课》一书有感

□

郭文杰

自古以来，明白人患糊涂、聪明人做

蠢事者屡见不鲜， 即使在当今科学发展、

文明进步的新时期，高智商人群中犯低智

能错误者亦层出不穷， 甚至达到持续不

断、“前赴后继”的程度。 这到底是为什么

呢？ 靳长根的这本小册子，通过对贪官忏

悔的解析回答了这一难解之题，读了确能

引人深思，令人警醒，让人清楚 ，促人明

白。特别是本书主要是对为官之人中的患

糊涂、做蠢事者，在其堕入泥坑 、陷身囹

圄、面临命绝之时方清醒明白而发出的悔

恨哀叹和悲凄呼喊， 经过作者的用心采

集、细心梳理、苦心架构、精心阐释，使忏

悔之声化成警世之音， 显示出其针砭时

弊、触动灵魂的穿透之力和震撼之威。

靳长根同志从军队转业地方后，从事

纪检监察工作

20

余年， 他把在军队养成

的勤学、善思、动脑、动笔的好习惯带到了

新的工作岗位上，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

同时，总比别人看得多、做得细、想得深，

在不断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大

量的反腐败的文墨资料和理论知识，并选

课题、拟讲稿、撰文章，应邀到一些单位作

反腐倡廉教育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

章和言论。这本书就是他既全力投身反腐

工作实践，又倾心钻研反腐理论的集中体

现。这部文稿的不同反响之处就在于作者

着力从贪官的忏悔哀叹声中悟出反腐的

方剂真经，刨出贪污腐败的病根，确实是

难能可贵。

人世间，是非曲直、道德标准、法度界

限原本就是清清楚楚的，凡具有正常思维

能力者也应是明明白白的，更何况从众多

庶人中脱颖而出的各级官员们，更应该是

心知肚明、行分经纬。 然而总有一些人经

受不住权、财、色的诱惑 ，明知是错偏为

之， 明知是坑偏跳之， 甚至明知是牢狱、

“铡刀” 偏闯之……这或许就是人性中悲

哀的一面。 作者在书中从

12

个方面深挖

了贪官的贪权、贪财、贪色的病根，解析了

病因， 并提出了驱病的良方和具体对策，

细读后，颇受启发，大有教益。

书中所阐述的

12

点警示教育， 归纳

起来，均寓于“三理”之中，即明道理、正心

理、讲伦理。

明道理。所谓道理，即事物的规律。明

道理哉明白事物的规律。一个人要识道明

理唯有通过学习方能认知、探求、遵循事

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所以，每个贪官在忏

悔时都坦诚地承认是自己 “忽视了学习，

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然而，我认为，在

众多贪官之中并不乏爱学习之辈，只不过

是他们却“学”则不入心、“习”则不践行，

对待事物的规律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

出现了 “三个错位” 的学习状况， 即一

是理论解释的错位。 他们不是从党的理

论高度去理解、 阐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

系列道理 ， 而是采取 “就低不就高 ”、

“断章取义”、 “各取所需” 等自由主义

的态度去对待客观的、 系统的为党、 为

国、 为民的一系列道理。 如对待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论 ， 他们则把理想 、 信念 、

道德标准都降到了自己所理解所需要的

初级阶段上； 再如对待 “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立志做大官”， 他们却侃侃而谈 “只

有做上大官， 才能做成大事”； 还如 “允

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们却把自己也

列入了 “允许” 之列。 如此种种， 真是

混淆是非、 利令智昏。 二是指导功能的

错位。 作为领导干部， 学习理论和各种

法律、 业务知识 ， 本就赋有指导功能 ，

既指导自己又指导部属， 既指导思想又

指导工作， 既指导业务又指导作风。 然

而， 不少贪官却把学习的目的仅仅定在

为指导他人而不指导自己， 要么为了哗

众取宠、 标榜自己 ； 要么为教育他人 、

训导部属； 要么只为 “完任务”、 应付检

查……而唯独不与自己的世界观 “短兵

相接”。 三是知和行的错位。 也就是认知

和行为的分离、 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说

的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如河北省国税

局原局长李真在廉洁自律报告会上讲得

头头是道， 散会后却悄悄驱车来到某宾

馆接受他人的贿赂。 像这样嘴上讲为政

清廉、 背后却行贿受贿的贪官不胜枚举。

这种在学习上 “知” 和 “行” 的错位是

钻进骨子里的 “毒虫”， 根治起来是何等

之难啊！ 以上种种状况在本书中都作了

系统阐释和分析， 细读后或许会有启发

和引领作用。

正心理。 所谓心理，即人头脑反映客

观外界的过程及思想、 情感的内心活动。

正心理就是正确的或不断调整为正确的

反映客观外界过程的内心活动。作者在书

中解析了一系列贪官所以要“贪”、要“腐”

的心理活动，诸如“盲目攀比心理”、“侥幸

心理”、“贪欲心理”、“傍大款心理”、“滥用

公权心理”、“两面人心理”、“追求享乐心

理”、“晚节难保心理”等，都反映了“好干

部做坏事”、“明白人做糊涂事”、“聪明人

做蠢事”的心理因素。 如书中一贪官醒悟

后说：“在是与非、善与恶面前，罪与非罪

只是一念之差，党员干部与犯罪囚徒也就

是一步之遥！”这“一念之差”、“一步之遥”

都是受自身的心理支配的，正如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所说：“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动机

所引发的。”然而，此时自身动机的调整和

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调整、抑制得好，一念

不差、一步不跨，岂不仍然是个好干部？还

如一贪官在忏悔时这样说：“其实我根本

就不缺钱。而是内心世界里不知不觉地萌

生了一种贪财欲望，追求金钱成了一种嗜

好，总觉得口袋里的钱老是鼓鼓的心里才

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这种心理，在贪

官里颇具代表性，这些人对金钱的获得似

乎已经失去理智，形成了习惯，只要是钱，

不管从哪里来，都可得之，仿佛进入了一

种“无意识”状态，这就是心理失控的贪得

无厌。心理学家在关于压抑与自我防御等

心理学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强调自我功

能，包括自我防御、自我发展、意识思考过

程和个人控制”等观点，对无意识过程进

行了发展性研究，从心理上、生理上以及

病理上对防止失控都提出了科学解释和

应对方法。面对这种心理失控式的贪得无

厌， 如若从心理上强化一下自我防御、自

我控制的功能，也不至于会在昏昏噩噩之

中沦为贪官、囚徒、罪人。书中介绍的汉朝

清官杨震慎独拒贿的史事，很有教益。 说

的是昌邑县令王密趁夜晚去向恩师、时任

东莱太守的杨震悄悄送去十金，被杨震当

面拒绝。 王密说：“暮夜无知者。 ”杨震说：

“你顶天而来，天知；你踏地而来，地知；你

怀金而来，你知；你送金给我，我知。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可谓无知？”又说，“我荐

你为县令，是因我知你德才兼备，可你为

什么不了解我做人的准则呢？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应以清廉为本。 如果认为没有别

人知道就可以收受他人贿赂，岂不是违天

违地、欺世盗名吗？王密深感羞愧，怀金而

去。以史为鉴，借古为镜，杨震的心理自控

和防御能力可谓世代楷模，他的“四知”名

言称其为警世恒言。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

行贿受贿者都是抱有“你知我知”的侥幸

心理。 岂不知，天人之际，合一而终。 “四

知”之精髓就在于天地良心。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君子行事，光明磊落。 施无道之

权，索无道之财，行无道之事，皇天有眼，

黄土有知。 为官之人应视民为天，若不慎

独自制，良心何在、吾身何立呀？

讲伦理。 所谓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

各种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及责任义务。 俗

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世间的所

有规矩大体分为“天定”和“人定”两类 ，

“天定”则是自然生成的规矩；“人定”则是

顺应自然规律由人而立的规矩。这些亦应

统归于伦理规矩， 每个人都是不能违犯

的。 但是，书中所指的一些贪官却置伦理

于不顾，滥用职权者有之，横征暴敛者有

之，行凶报复者有之，挥霍无度者有之，贪

色乱伦者有之，如此等等，莫说党员标准、

干部要求， 就连最低限度的道德修养、法

律准则、行为规范都不讲，逆规律而动，违

伦理而行，结果只能是声名狼藉、粉身碎

骨。 正如谋权贪官赵学风忏悔时说：“豹死

于皮，虎死于骨，熊死于掌，象死于牙，我

赵学风‘死’于权呀！ ”还有一贪官醒悟后

含泪泣诉说，我深感欠下了多笔无法弥补

的“债务”，这就是社会债 、恩情债 、亲情

债、自由债等。 我愧对党组织的恩情和领

导、亲人的期望，把父母和爱人、孩子也带

进了痛苦的深渊，我的兄弟、姐妹和所有

社会关系都因我而抬不起头来。过去父母

以我为荣，可是今天却因我而气、而羞、而

病，直至生命垂危，我何谈孝敬、何谈伦理

呀？

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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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警示教育， 归其一

点，都是为了破解腐败这一难题；抱有一

个愿望，都是想多出清官，少出或不出贪

官。 那么何谓清官？ 书中阐述了大量关于

清官的定义、内涵、表现及其履职的艰辛

和辉煌， 列举了大量从古至今清官的典

范、丰碑及其榜样的力量。 有学者把清官

的标准归纳为“四清”：一是清明。即明志、

明理、明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二

是清正。即心正、行正，立场、信念坚定，行

为稳健，处事公正，作风深入 ，为民意识

强。三是清介。即耿介、直率，有骨气，守法

纪，道德高尚，戒律严明，居安思危，守土

履责。 四是清廉。 即廉洁从政，两袖清风，

慎独自制，耐得清贫，“壁立千仞，无欲则

刚”。总之，人民群众欢迎既能为一方百姓

营造富有、 又能使自己耐得住清贫的好

官，不欢迎搞腐败的昏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把腐败定性为

“全球性威胁”，可见，反腐败之战是何等

激烈、何等复杂、何等艰巨。 本书尽管

仅仅是出自一位基层纪检干部之手的

反腐之著，我读后认为，它就像一柄闪

亮的匕首投入了反腐之战的硝烟之

中，必将起到其应有的穿透作用。

古往今来，反腐之策不胜历数，而

我尤其推崇慎独的修身之法。 所谓慎

独， 就是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

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道德规范

而行动，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

原则的事情。 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

和心理自控的重要方法。 如果每个社

会人都能自觉地管住自己、管严自己、

管好自己，那么，何来不正之风？ 何来

腐败之疾？何来贪欲之官？而现在的难

题就在于许多人不能做到慎独！

腐败威胁全球。 而我国的腐败威

胁之危不可低估。反腐之话常讲、反腐

之钟长鸣、 反腐之拳常出， 决不可懈

怠。平时，我们的同志多读读反腐倡廉

的好书不也是一种警示吗？

（作者系焦作大学原党委书记、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焦作净影之六

海市蜃楼题写的美名

净影峡谷具有典型的北方峡谷风

貌， 但是又同太行山的其他峡谷截然不

同，显得独具风采。 峡谷两侧群峰林立，

姿态各异；树木花草，四季翠绿；珍禽异

兽，时隐时现。

净影寺原名宝岩寺，在宝岩寺东侧，

有一处胜景，叫做龙潭峡。 峡谷中，河水

带着银色浪花一路跌宕向前奔腾， 跌入

龙潭峡山口，腾空而起，如龙卷风一般，

旋转着跌落而下，甩进“沸腾锅”里，水花

飞溅，白雾弥漫，遮天蔽日，涛声震天，如

雷贯耳，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此处胜景

就是今天净影寺的龙门瓮）。潭边涌泉喷

发， 瀑布扬起的水雾在空中形成巨大的

水幕，水雾伴随着云彩缭绕升腾，渐渐弥

散开来，充满峡谷间，在太阳的映照下，

细小的水珠犹如亿万个小小的镜子，将

不远处的宝岩寺庙宇胜景映射在空中的

水幕之上， 形成太行山中难得一见的海

市蜃楼。由于当时的科学知识还不普及，

再加上这样的景象又出现在寺院旁边，

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这种现象归功于神

灵，认为是菩萨显灵、天随人愿，是上天

给人间的某种暗示， 每每看到海市蜃楼

景象清晰而又飘渺如幻， 人们便忍不住

倾心神往，顶礼膜拜。 久而久之，宝岩寺

便被人们改称为净影寺， 而净影寺的山

寺凌空便成为古往今来净影峡谷的一大

胜景。

当年净影峡谷的海市蜃楼闻名中

原。每当夏季丰水季节，这里的峡谷云雾

缭绕，霞光变幻莫测，影寺凌空现象便会

随时出现。 周围的百姓便将能够看到这

种现象当做是菩萨显灵、 天降祥瑞的大

事。为了能够亲眼看到这种胜景，中原百

姓往往徒步百里会聚净影峡谷， 争相观

看这样的天下奇景。一时间，峡谷人影万

千，天空净影变幻，山中梵音空灵，地上

人声鼎沸。

净影峡谷的海市蜃楼由于气候变

化，今天已经难得一见了，但我们还是可

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 晨光揉开惺忪

的双眼，从巨大的天幕中缓缓透出，洒在

一座座突起的山峰上，金光灿烂，天地生

辉。晨雾轻启，如同薄纱笼罩，顿时，净影

峡谷云蒸霞蔚、彩虹高挂，一个奇异的景

象出现了，天地之间，峡谷之中，海市蜃

楼在淡染的碧空中水彩般显现： 山影婆

娑，祥云笼罩，建筑巍峨，佛像庄严，香烟

缭绕，像梦境，像幻影，又像一幅巨大无

比的水粉画。

除了海市蜃楼， 净影峡谷还有众多

的自然奇观让人难以破解。 传说净影寺

修成开光之后， 僧人们常在夜间发现有

一两盏金灯腾空而起， 由东而西飘过寺

院。每当金灯飘过寺院的时候，寺院里顿

时金光四射、满地生辉，殿内的佛像更是

遥相呼应、金光闪闪。

在今天看来， 金灯凌空也许是自然

界的一种奇特的光影现象， 也许是某一

种可以夜间发光的生物结团飘过夜空，

但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当时， 却成为一种

神圣的奇异现象。久而久之，净影金灯便

在净影寺周边地区传为美谈， 周围的百

姓以为这是神的力量， 或是佛的某种暗

示，便也把净影寺叫做金灯寺。

净影金灯每次出现， 总是从寺庙东

边的山头升起，然后慢慢飘过夜空，在西

边的山头落下，所以，一直到今天，净影

寺东边的山头仍然被称为起灯山， 而西

边的山头，则被称为落灯山。净影寺金灯

的奇观在当时影响很大， 许多文人雅士

也专程到此观看，留下了不少奇诗佳句。

其中， 最有名的应数金代著名诗人元好

问的《洪谷圣灯》，其中描述的是净影寺

多盏金灯同时升空的奇观：“游人烧香仰

天立， 不觉此灯峰头出， 一灯一灯续一

灯，山僧失喜见未曾。”元代政治家、大诗

人王磐也曾到这里观灯， 写下了 《洪谷

山》的诗句，其中“瀑布落晴雪，金灯开夜

莲”，就是记录净影寺金灯的名句。 到了

清代，人们的科学知识显然增多了，清代

学者程之昭首次将金灯奇观和佛教神话

区别开来， 认为金灯奇观不过是一种自

然现象， 并由此写出了 “中土无佛山即

有，此灯灿烂几千年，非从白马驮来物，

不稽之语莫轻传”的诗句。

无论是海市蜃楼还是金灯凌空，在

当年都是净影峡谷远近闻名的自然奇

观。 也许正是这样的奇特景观让人无法

破解， 净影峡谷才成为千百年来的朝圣

之地，才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片净土。

如果您有幸来到这里， 净影峡谷带给您

的一定是穿古越今的原始回归。

（原载《瞭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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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以

来，集武陟县八区中的老城区、城北重工业

区建设重任于一身的龙源镇党委、 镇政府

高度重视，以加快老城区改造、建设舒适宜

居之城，做强城北重工业区、建设企业转型

升级之城为己任，以武陟建设“三化”协调

发展试验区为目标， 通过组织镇领导班子

成员、镇机关全体职工、各村两委会成员，

认真学习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

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焦作市建设

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总体方案》精

神，结合龙源镇实际，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

路，提出了“坚持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努

力按照“两不三新”要求，努力建设“三化”

协调发展新龙源”的奋斗目标。

发挥优势强力招商， 切实抓好项目建

设。 一是充分利用位于老城区的地理优势

和城北重工业园区、 云台大道工业园区的

发展平台，重点开展“以城招商”和“以园招

商”，着力引进一批产业关联度高、附加值

高和带动能力强的工业项目及三产项目。

二是抽调经济办、土地所、工商所、地税所、

派出所等单位的得力人员成立招商项目落

地服务队， 专门负责为项目协调办理各项

前期手续，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

效。三是重点抓好辅仁集团投资

10

亿元的

辅仁医药产业园项目、 焦作恒润科技公司

投资

1.8

亿元年产

1000

吨来曲唑抗癌医

药中间体项目、 河南经发房地产公司投资

1.4

亿元的新时代广场项目、西马曲村投资

1.2

亿元的新农村建设项目、西石寺村投资

1

亿元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四是紧盯广

东雄塑集团等

5

个洽谈项目， 力争项目早

日落户武陟。

致力城乡统筹发展， 建设新型农村社

区。 一是重点抓好投资

1.5

亿元占地

160

亩的西马曲社区、投资

1

亿元占地

30

亩的

西石寺社区、投资

1.1

亿元占地

60

亩的龙

源村社区等“城中村”改造社区建设。目前，

西石寺社区已开工建设， 西马曲社区正在

清理附属物， 龙源村社区正在与开发商洽

谈。 二是以城北重工业区建设扩大用地面

积为契机，与晋开绿宇集团合作，启动央庄

村整村搬迁。 三是以城区企业辅仁怀庆堂

药业公司外迁为契机，与辅仁公司合作，在

其现址上建设西仲许村社区， 目前合作协

议已经签订。 四是抓住龙源路改扩建的机

遇，利用青龙宫的旅游资源，在万花村入村

牌坊以北、青龙宫门前广场以南，建设一个具有民俗文化、观光游览型的农村社

区。五是抓好东马曲、东仲许、西仲许

3

个村民集资型农村社区建设，确保土地集

约利用，为整村逐步搬迁节约空间。六是围绕绕城路建设，在白徐店村东、云台大

道西、迎宾苑和绕城路北规划新建一个占地

500

亩的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实现小

徐岗、祝徐店、闫徐店、卢徐店、任徐店、梁徐店、白徐店

8

个村庄的整村搬迁。

大力调整农业结构，着力发展高效农业。一是进一步扩大东仲许省级无公害

蔬菜基地、 祝徐店苗木花卉基地和蒙牛集团小原村奶牛养殖基地等高效农业示

范基地规模。 二是按照统一供种、统一补贴、连片种植、集约发展的模式，引导群

众积极种植优质专用小麦

2.1

万亩、优质玉米

1.5

万余亩，粮食产量达到

30012

吨，切实加强优质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产量。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农业基

础设施。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为重点，拿出

50

万元专项资金，对新建和

维修机井及购买水泵等农田设施进行直接补贴。

落实各项稳定措施，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一是进一步完善镇班子成员信访包

村责任制度，通过落实责任促进稳定工作，将“平安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

程，做到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使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二是进一步加强村

级民调组织建设， 落实民调组织成员的经济待遇， 保证农村各类纠纷有专人管

理。 三是抓好特殊群体的稳控工作，建立一套科学的应急机制，把突发性不稳定

因素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确保全镇社会大局稳定。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大力兴办惠民实事。一是积极做好武陟县老城区一个广

场、三个入城口、五个公园、七条道路的“

1357

”城市建设工程中涉及我镇

142

户

被拆迁居民住宅的安置及救助工作；二是积极向上级民政部门申报，完成建设总

投资

480

万元的镇中心敬老院项目， 进一步改善全镇五保老人等社会弱势困难

群体的生活、居住环境；三是投资

100

万元抓好“城中村”环卫队员和环境卫生管

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环境卫生长效工作机制，提高城市品位；四是投资

30

余万元，建立非“城中村”环境卫生长效机制，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营造一个

干净舒心的环境；五是继续为全镇

70

岁以上老党员每月发放

30

元生活补助费。

通过办实事、办好事，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加强干部绩效管理，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一是出台机关考勤签到制度、党务

政务督察办法等

20

多项机关工作制度，构建干部作风整顿长效机制。 二是进一

步修订完善《龙源镇干部绩效考评管理方案》，要求对确定的每项工作都明确责

任，落实到人，限定时间，作出奖惩，做到各项任务目标化、分解到位责任化、工作

推进时序化，把“

1357

工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作为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任期目标进行考核，并制定较高的工作标准和严厉的奖惩措施。

（作者系武陟县龙源镇党委书记）

忏 悔 之 声 警 世 之 音

———读靳长根著《贪官忏悔告诉我们什么———党员干部的十二堂警示教育课》一书有感

□

郭文杰

自古以来，明白人患糊涂、聪明人做

蠢事者屡见不鲜， 即使在当今科学发展、

文明进步的新时期，高智商人群中犯低智

能错误者亦层出不穷， 甚至达到持续不

断、“前赴后继”的程度。 这到底是为什么

呢？ 靳长根的这本小册子，通过对贪官忏

悔的解析回答了这一难解之题，读了确能

引人深思，令人警醒，让人清楚 ，促人明

白。特别是本书主要是对为官之人中的患

糊涂、做蠢事者，在其堕入泥坑 、陷身囹

圄、面临命绝之时方清醒明白而发出的悔

恨哀叹和悲凄呼喊， 经过作者的用心采

集、细心梳理、苦心架构、精心阐释，使忏

悔之声化成警世之音， 显示出其针砭时

弊、触动灵魂的穿透之力和震撼之威。

靳长根同志从军队转业地方后，从事

纪检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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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 他把在军队养成

的勤学、善思、动脑、动笔的好习惯带到了

新的工作岗位上，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

同时，总比别人看得多、做得细、想得深，

在不断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大

量的反腐败的文墨资料和理论知识，并选

课题、拟讲稿、撰文章，应邀到一些单位作

反腐倡廉教育报告，在报刊上发表理论文

章和言论。这本书就是他既全力投身反腐

工作实践，又倾心钻研反腐理论的集中体

现。这部文稿的不同反响之处就在于作者

着力从贪官的忏悔哀叹声中悟出反腐的

方剂真经，刨出贪污腐败的病根，确实是

难能可贵。

人世间，是非曲直、道德标准、法度界

限原本就是清清楚楚的，凡具有正常思维

能力者也应是明明白白的，更何况从众多

庶人中脱颖而出的各级官员们，更应该是

心知肚明、行分经纬。 然而总有一些人经

受不住权、财、色的诱惑 ，明知是错偏为

之， 明知是坑偏跳之， 甚至明知是牢狱、

“铡刀” 偏闯之……这或许就是人性中悲

哀的一面。 作者在书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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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深挖

了贪官的贪权、贪财、贪色的病根，解析了

病因， 并提出了驱病的良方和具体对策，

细读后，颇受启发，大有教益。

书中所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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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警示教育， 归纳

起来，均寓于“三理”之中，即明道理、正心

理、讲伦理。

明道理。所谓道理，即事物的规律。明

道理哉明白事物的规律。一个人要识道明

理唯有通过学习方能认知、探求、遵循事

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所以，每个贪官在忏

悔时都坦诚地承认是自己 “忽视了学习，

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然而，我认为，在

众多贪官之中并不乏爱学习之辈，只不过

是他们却“学”则不入心、“习”则不践行，

对待事物的规律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

出现了 “三个错位” 的学习状况， 即一

是理论解释的错位。 他们不是从党的理

论高度去理解、 阐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

系列道理 ， 而是采取 “就低不就高 ”、

“断章取义”、 “各取所需” 等自由主义

的态度去对待客观的、 系统的为党、 为

国、 为民的一系列道理。 如对待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论 ， 他们则把理想 、 信念 、

道德标准都降到了自己所理解所需要的

初级阶段上； 再如对待 “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立志做大官”， 他们却侃侃而谈 “只

有做上大官， 才能做成大事”； 还如 “允

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们却把自己也

列入了 “允许” 之列。 如此种种， 真是

混淆是非、 利令智昏。 二是指导功能的

错位。 作为领导干部， 学习理论和各种

法律、 业务知识 ， 本就赋有指导功能 ，

既指导自己又指导部属， 既指导思想又

指导工作， 既指导业务又指导作风。 然

而， 不少贪官却把学习的目的仅仅定在

为指导他人而不指导自己， 要么为了哗

众取宠、 标榜自己 ； 要么为教育他人 、

训导部属； 要么只为 “完任务”、 应付检

查……而唯独不与自己的世界观 “短兵

相接”。 三是知和行的错位。 也就是认知

和行为的分离、 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说

的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如河北省国税

局原局长李真在廉洁自律报告会上讲得

头头是道， 散会后却悄悄驱车来到某宾

馆接受他人的贿赂。 像这样嘴上讲为政

清廉、 背后却行贿受贿的贪官不胜枚举。

这种在学习上 “知” 和 “行” 的错位是

钻进骨子里的 “毒虫”， 根治起来是何等

之难啊！ 以上种种状况在本书中都作了

系统阐释和分析， 细读后或许会有启发

和引领作用。

正心理。 所谓心理，即人头脑反映客

观外界的过程及思想、 情感的内心活动。

正心理就是正确的或不断调整为正确的

反映客观外界过程的内心活动。作者在书

中解析了一系列贪官所以要“贪”、要“腐”

的心理活动，诸如“盲目攀比心理”、“侥幸

心理”、“贪欲心理”、“傍大款心理”、“滥用

公权心理”、“两面人心理”、“追求享乐心

理”、“晚节难保心理”等，都反映了“好干

部做坏事”、“明白人做糊涂事”、“聪明人

做蠢事”的心理因素。 如书中一贪官醒悟

后说：“在是与非、善与恶面前，罪与非罪

只是一念之差，党员干部与犯罪囚徒也就

是一步之遥！”这“一念之差”、“一步之遥”

都是受自身的心理支配的，正如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所说：“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动机

所引发的。”然而，此时自身动机的调整和

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调整、抑制得好，一念

不差、一步不跨，岂不仍然是个好干部？还

如一贪官在忏悔时这样说：“其实我根本

就不缺钱。而是内心世界里不知不觉地萌

生了一种贪财欲望，追求金钱成了一种嗜

好，总觉得口袋里的钱老是鼓鼓的心里才

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这种心理，在贪

官里颇具代表性，这些人对金钱的获得似

乎已经失去理智，形成了习惯，只要是钱，

不管从哪里来，都可得之，仿佛进入了一

种“无意识”状态，这就是心理失控的贪得

无厌。心理学家在关于压抑与自我防御等

心理学理论的研究中提出了“强调自我功

能，包括自我防御、自我发展、意识思考过

程和个人控制”等观点，对无意识过程进

行了发展性研究，从心理上、生理上以及

病理上对防止失控都提出了科学解释和

应对方法。面对这种心理失控式的贪得无

厌， 如若从心理上强化一下自我防御、自

我控制的功能，也不至于会在昏昏噩噩之

中沦为贪官、囚徒、罪人。书中介绍的汉朝

清官杨震慎独拒贿的史事，很有教益。 说

的是昌邑县令王密趁夜晚去向恩师、时任

东莱太守的杨震悄悄送去十金，被杨震当

面拒绝。 王密说：“暮夜无知者。 ”杨震说：

“你顶天而来，天知；你踏地而来，地知；你

怀金而来，你知；你送金给我，我知。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可谓无知？”又说，“我荐

你为县令，是因我知你德才兼备，可你为

什么不了解我做人的准则呢？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应以清廉为本。 如果认为没有别

人知道就可以收受他人贿赂，岂不是违天

违地、欺世盗名吗？王密深感羞愧，怀金而

去。以史为鉴，借古为镜，杨震的心理自控

和防御能力可谓世代楷模，他的“四知”名

言称其为警世恒言。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

行贿受贿者都是抱有“你知我知”的侥幸

心理。 岂不知，天人之际，合一而终。 “四

知”之精髓就在于天地良心。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君子行事，光明磊落。 施无道之

权，索无道之财，行无道之事，皇天有眼，

黄土有知。 为官之人应视民为天，若不慎

独自制，良心何在、吾身何立呀？

讲伦理。 所谓伦理，即人与人相处的

各种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及责任义务。 俗

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世间的所

有规矩大体分为“天定”和“人定”两类 ，

“天定”则是自然生成的规矩；“人定”则是

顺应自然规律由人而立的规矩。这些亦应

统归于伦理规矩， 每个人都是不能违犯

的。 但是，书中所指的一些贪官却置伦理

于不顾，滥用职权者有之，横征暴敛者有

之，行凶报复者有之，挥霍无度者有之，贪

色乱伦者有之，如此等等，莫说党员标准、

干部要求， 就连最低限度的道德修养、法

律准则、行为规范都不讲，逆规律而动，违

伦理而行，结果只能是声名狼藉、粉身碎

骨。 正如谋权贪官赵学风忏悔时说：“豹死

于皮，虎死于骨，熊死于掌，象死于牙，我

赵学风‘死’于权呀！ ”还有一贪官醒悟后

含泪泣诉说，我深感欠下了多笔无法弥补

的“债务”，这就是社会债 、恩情债 、亲情

债、自由债等。 我愧对党组织的恩情和领

导、亲人的期望，把父母和爱人、孩子也带

进了痛苦的深渊，我的兄弟、姐妹和所有

社会关系都因我而抬不起头来。过去父母

以我为荣，可是今天却因我而气、而羞、而

病，直至生命垂危，我何谈孝敬、何谈伦理

呀？

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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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的警示教育， 归其一

点，都是为了破解腐败这一难题；抱有一

个愿望，都是想多出清官，少出或不出贪

官。 那么何谓清官？ 书中阐述了大量关于

清官的定义、内涵、表现及其履职的艰辛

和辉煌， 列举了大量从古至今清官的典

范、丰碑及其榜样的力量。 有学者把清官

的标准归纳为“四清”：一是清明。即明志、

明理、明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 二

是清正。即心正、行正，立场、信念坚定，行

为稳健，处事公正，作风深入 ，为民意识

强。三是清介。即耿介、直率，有骨气，守法

纪，道德高尚，戒律严明，居安思危，守土

履责。 四是清廉。 即廉洁从政，两袖清风，

慎独自制，耐得清贫，“壁立千仞，无欲则

刚”。总之，人民群众欢迎既能为一方百姓

营造富有、 又能使自己耐得住清贫的好

官，不欢迎搞腐败的昏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把腐败定性为

“全球性威胁”，可见，反腐败之战是何等

激烈、何等复杂、何等艰巨。 本书尽管

仅仅是出自一位基层纪检干部之手的

反腐之著，我读后认为，它就像一柄闪

亮的匕首投入了反腐之战的硝烟之

中，必将起到其应有的穿透作用。

古往今来，反腐之策不胜历数，而

我尤其推崇慎独的修身之法。 所谓慎

独， 就是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

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道德规范

而行动，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

原则的事情。 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

和心理自控的重要方法。 如果每个社

会人都能自觉地管住自己、管严自己、

管好自己，那么，何来不正之风？ 何来

腐败之疾？何来贪欲之官？而现在的难

题就在于许多人不能做到慎独！

腐败威胁全球。 而我国的腐败威

胁之危不可低估。反腐之话常讲、反腐

之钟长鸣、 反腐之拳常出， 决不可懈

怠。平时，我们的同志多读读反腐倡廉

的好书不也是一种警示吗？

（作者系焦作大学原党委书记、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焦作净影之六

海市蜃楼题写的美名

净影峡谷具有典型的北方峡谷风

貌， 但是又同太行山的其他峡谷截然不

同，显得独具风采。 峡谷两侧群峰林立，

姿态各异；树木花草，四季翠绿；珍禽异

兽，时隐时现。

净影寺原名宝岩寺，在宝岩寺东侧，

有一处胜景，叫做龙潭峡。 峡谷中，河水

带着银色浪花一路跌宕向前奔腾， 跌入

龙潭峡山口，腾空而起，如龙卷风一般，

旋转着跌落而下，甩进“沸腾锅”里，水花

飞溅，白雾弥漫，遮天蔽日，涛声震天，如

雷贯耳，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此处胜景

就是今天净影寺的龙门瓮）。潭边涌泉喷

发， 瀑布扬起的水雾在空中形成巨大的

水幕，水雾伴随着云彩缭绕升腾，渐渐弥

散开来，充满峡谷间，在太阳的映照下，

细小的水珠犹如亿万个小小的镜子，将

不远处的宝岩寺庙宇胜景映射在空中的

水幕之上， 形成太行山中难得一见的海

市蜃楼。由于当时的科学知识还不普及，

再加上这样的景象又出现在寺院旁边，

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这种现象归功于神

灵，认为是菩萨显灵、天随人愿，是上天

给人间的某种暗示， 每每看到海市蜃楼

景象清晰而又飘渺如幻， 人们便忍不住

倾心神往，顶礼膜拜。 久而久之，宝岩寺

便被人们改称为净影寺， 而净影寺的山

寺凌空便成为古往今来净影峡谷的一大

胜景。

当年净影峡谷的海市蜃楼闻名中

原。每当夏季丰水季节，这里的峡谷云雾

缭绕，霞光变幻莫测，影寺凌空现象便会

随时出现。 周围的百姓便将能够看到这

种现象当做是菩萨显灵、 天降祥瑞的大

事。为了能够亲眼看到这种胜景，中原百

姓往往徒步百里会聚净影峡谷， 争相观

看这样的天下奇景。一时间，峡谷人影万

千，天空净影变幻，山中梵音空灵，地上

人声鼎沸。

净影峡谷的海市蜃楼由于气候变

化，今天已经难得一见了，但我们还是可

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 晨光揉开惺忪

的双眼，从巨大的天幕中缓缓透出，洒在

一座座突起的山峰上，金光灿烂，天地生

辉。晨雾轻启，如同薄纱笼罩，顿时，净影

峡谷云蒸霞蔚、彩虹高挂，一个奇异的景

象出现了，天地之间，峡谷之中，海市蜃

楼在淡染的碧空中水彩般显现： 山影婆

娑，祥云笼罩，建筑巍峨，佛像庄严，香烟

缭绕，像梦境，像幻影，又像一幅巨大无

比的水粉画。

除了海市蜃楼， 净影峡谷还有众多

的自然奇观让人难以破解。 传说净影寺

修成开光之后， 僧人们常在夜间发现有

一两盏金灯腾空而起， 由东而西飘过寺

院。每当金灯飘过寺院的时候，寺院里顿

时金光四射、满地生辉，殿内的佛像更是

遥相呼应、金光闪闪。

在今天看来， 金灯凌空也许是自然

界的一种奇特的光影现象， 也许是某一

种可以夜间发光的生物结团飘过夜空，

但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当时， 却成为一种

神圣的奇异现象。久而久之，净影金灯便

在净影寺周边地区传为美谈， 周围的百

姓以为这是神的力量， 或是佛的某种暗

示，便也把净影寺叫做金灯寺。

净影金灯每次出现， 总是从寺庙东

边的山头升起，然后慢慢飘过夜空，在西

边的山头落下，所以，一直到今天，净影

寺东边的山头仍然被称为起灯山， 而西

边的山头，则被称为落灯山。净影寺金灯

的奇观在当时影响很大， 许多文人雅士

也专程到此观看，留下了不少奇诗佳句。

其中， 最有名的应数金代著名诗人元好

问的《洪谷圣灯》，其中描述的是净影寺

多盏金灯同时升空的奇观：“游人烧香仰

天立， 不觉此灯峰头出， 一灯一灯续一

灯，山僧失喜见未曾。”元代政治家、大诗

人王磐也曾到这里观灯， 写下了 《洪谷

山》的诗句，其中“瀑布落晴雪，金灯开夜

莲”，就是记录净影寺金灯的名句。 到了

清代，人们的科学知识显然增多了，清代

学者程之昭首次将金灯奇观和佛教神话

区别开来， 认为金灯奇观不过是一种自

然现象， 并由此写出了 “中土无佛山即

有，此灯灿烂几千年，非从白马驮来物，

不稽之语莫轻传”的诗句。

无论是海市蜃楼还是金灯凌空，在

当年都是净影峡谷远近闻名的自然奇

观。 也许正是这样的奇特景观让人无法

破解， 净影峡谷才成为千百年来的朝圣

之地，才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片净土。

如果您有幸来到这里， 净影峡谷带给您

的一定是穿古越今的原始回归。

（原载《瞭望》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