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笔补助，既要保证真正发

放到一线医护人员手里，更

要避免出现“被自愿”放弃的

现象。医护人员可以不要，

但有关部门必须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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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日报报道，3 月 4 日下午，浙江台

州市三门县纪委县监委第三纪检监察组在县

沿海工业城发展服务中心召开简短会议，就

反映企业复工复产后该中心下派的两名下企

指导员未到企指导举报进行澄清，查实表明

举报内容不实。这是台州市纪检监察系统在

战疫期间为干部受到不实举报澄清的一个案

例。

另外，据台州市纪委市监委通报，疫情防

控期间，有群众向台州市纪委市监委反映三

门县珠岙镇仙人峡村党支部书记徐亦烘在疫

情防控期间不作为，长期缺岗、监管失职导致

村民聚众打牌。这份涉疫信访举报转办件立

刻转至三门县纪委县监委。该县珠岙镇纪委

第一时间前往调查，发现徐亦烘在战“疫”一

线主动作为，认真负责，并未存在失职失责问

题。随后，珠岙镇纪委及时澄清事实，帮其卸

下思想包袱。

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基层是

治理的第一线，也是很多矛盾的集中点，基层

干部在具体的工作中，与群众产生误会，甚至

被群众冤枉，在所难免，其实也没什么可怕

的。

但是，现实中，一些部门或领导却对此退

避三舍，要么对问题不闻不问，进行“拖字

诀”；要么抱有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明知自己

的干部并无过错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委屈“自

己人”，以达到平息事态的目的。

这两种做法，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

式，不仅不利于矛盾的化解，还会严重打击一

些干部的积极性。许多基层干部连日来奋战

在防疫一线，工作很劳累，被举报会让他们感

到很委屈。

台州市纪委这次能够对基层干部予以及

时澄清，无疑给肯干事、能干事、积极作为的

党员干部吃了定心丸，卸掉了思想的包袱。

正如有基层干部事后所说，“今后我会更加努

力工作，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一些基层干部来说，工作忙些、累

些，可能都能撑得住，但自己的辛苦不被群众

理解，甚至被举报，这种心理委屈才是让他们

最难以承受的。因此，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那

些肯干、敢干的党员干部，既要有监督，也要

有保护。

澄清正名并不是袒护，而是对人对事的

负责任态度。这个事例的价值在于，它告诉

我们，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严管

和厚爱、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对违法违纪

的干部，要狠得下心，下得了手；而对受到

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则要及时予以澄清和

支持。

党员干部也好，普通民众也罢，大家的目

标其实都是一致的：把工作做好，让日子过

好。中间的种种矛盾和误会，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沟通不畅造成的。因此，如果大家在工

作中能够尽量做到遇事不明则多问、心有疑

惑则沟通，像这样的误解就会少很多。

对不实举报及时澄清，是一种激励对不实举报及时澄清，是一种激励

澄清正名并不是袒护，而是

对人对事的负责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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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武汉方舱医院里的“读书哥”吗？

因一张读书照片走红网络的博士后付小锋这

几天再次上了热搜，原来，读书哥病愈之后，

又经过隔离点的 14 天隔离，终于可以回家

了。幸运的是，他还拿到了作者亲笔签名的

图书，还有对他的诚挚祝福。

就在武汉首批方舱医院正式启用的当

晚，一批患者陆续入舱，在新华社记者的镜头

下，大部分病人躺在床上不是睡觉就是刷手

机，只有他捧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政治秩序的

起源》，安静地阅读。风声鹤唳的疫情之下，

这种从容和淡定，一下子打动了许多人，增添

了人们战胜病毒的勇气。随后，书的作者美

国学者福山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转发了这张

特殊的“读书照”。

人们感动于这样一张照片，是感动于灾

难疾病面前，读书这一行为给内心注入的力

量。在严峻的疫情面前，当人们的生命安全

受到威胁，内心焦虑，情绪不免有些惊慌。即

便身处如此“险境“，一个年轻男子在方舱医

院之中，依然手不释卷，静静地阅读一本大部

头的专著，显示出了内心的安宁与强大。这

无疑能让大家不安的心感到些许平静，也让

大家看到了阅读的力量。

此情此景，应验了英国作家毛姆的那句

话 ：“ 阅 读 是 一 座 可 以 随 身 携 带 的 避 难

所”。从通俗层面上讲，无论哪一种日常生

活，背后都有相应的物质支撑，并非人人都

能负担得起。而读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

则相对容易得多、简单得多，一个人，只要

自己愿意，无论身处什么阶层，都可以一生

与书籍为伴。所以说，阅读这座避难所，无

论你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可以

拥有它。

从读书中获取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超

越世俗的力量。古人有云：“书犹药也，善读

之可以医愚“。就拿武汉的“读书哥”来说，人

在方舱，心在读书。虽然方舱是狭小的天地，

但读书打开了新的大门，使人的心智无限扩

大，看到的是广阔天地大千世界，这何尝不是

一剂抗疫良药，令人心胸开阔，身强体健，免

疫力倍增？

这种启发心智的精神修炼，可以让人看

见更美的世界，遇到更好的自己。培养一个

人精神的方式也许有很多，终不如阅读来得

直接有效，没有阅读就没有精神的发育。难

怪有教育专家说，从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精

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是重要的精

神成长，正像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的那样：

“读一切好的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交朋友。”

一起来做“读书的种子”吧。在一滴水里

看到清澈，在一本书里撷取智慧，拆除掉观念

上的藩篱，洗涤过内心的尘埃，我们的精神会

明亮起来，智者无忧，勇者无惧。如此，才能

像方舱“读书哥”那样，每临大事有静气，超越

当下生活，从容应对逆境。

逆境下的阅读，自显从容

3月10日，云南昭通宜良县人民医院150

名医务人员通过当地媒体宣布，放弃申领抗

疫补助，共计约 39 万元。消息传出后，引起

网友热议。有人认为，该为医护人员的行为

点赞；也有网友称，这笔补助是他们应得的。

针对此事，当地已介入调查。

150 名医务人员集体放弃申领抗疫补

助，这事值得掰开细说。

这钱该不该拿？虽然当地未发生一起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但该医院医护人员一样加

班加点，奋战在抗疫一线。事实为证：在长达

一个月的加班加点工作中，医院解除出院隔

离患者 37 名，发热门诊累计诊治患者 389 人

⋯⋯没有确诊病例，就是交满分卷，医护人员

完全应该拿到相应补助。

该拿的补助，个人可不可以放弃申领？

国家补助到个人，个人放弃申领，单纯从个体

自愿选择角度，无可厚非。类似情形，过往也

不少见。

既然如此，网友担心什么？担心“被自

愿”，担心“老实人被欺负”。

伸出五指都不一样长，而150人异口同声

放弃申领，不免让人合理怀疑，这是医院方面

的“组织行为”。如果是医院的号召，难免会出

现有些人违心响应。让医护人员集体亮相，会

形成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别人放弃了，我

能不放弃吗？说严重点，这是“道德绑架”。

即便真的是 150 名医护人员自愿做出的

选择，可能采取另外的形式更合理些——比

如有网友说，可以先发补助，再由个人自己决

定是领取还是捐出。这样，补助到位了，个人

意愿也可以实现。

为什么这样做更合理？因为从后果看，

这样才不会对其他医护人员造成类似道德压

力。

所以，150 名医务人员集体放弃申请抗

疫补助，不该成为效仿的榜样。这段时间以

来，国内医护人员冲在一线，舍身救人，于情

于理，都应得到国家的补助。这笔补助，既要

保证真正发放到一线医护人员手里，更要避

免出现“被自愿”放弃的现象。医护人员可以

不要，但有关部门必须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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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座避难所，无论你贫

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

都可以拥有它。

本报评论员
陈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