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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日益普及正改变着传统的读书方式，我们很多人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嗅闻书香。人们用于深层
阅读的时间逐渐减少，很多实体书店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话题背景

■ 下期话题预告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近
日，一封 10 个字的辞职信引爆了网
络。河南省实验中学顾老师如此洒
脱地对待生活打动了许多网友，被誉
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

在这充斥着物质至上的氛围中，
许多人迷茫于房子、车子、票子，“情
怀”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不食人间烟火
的同义词。有网友说，“一定要切合实
际，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也有网友觉
得，“你我各有不同的情怀，对自己的
选择慎重，不后悔就是很棒的”，“人生
本该丰富多彩，追随自己的心”。

下期话题：情怀。欢迎参与讨
论。

书面来稿请寄本报专副刊部。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com，请
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字样，也
可登录《鹰城网事》论坛“百姓话题”
板 块 或 加 入“ 读 者 之 声 ”QQ 群

（322625303）讨论，截稿日期 4 月 23
日。 （李若晨）

情怀

老来读书乐无穷
庞振江（平煤神马集团二矿）
书之于读书人，犹鱼之于水，是须臾

分不开的。但几十年的繁忙工作，让我
把书冷落在了案头。退休了，我抚摸着
那一排排心仪已久的书，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了。清人张潮说“有功夫读书谓之
福”，这人生最大的快乐不是降临到我身
上了吗？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
书。”退休后我先读中国四大名著，后读
外国文学，还见缝插针读了许多报纸杂
志。这时的读书，不为稻粱谋，也不为功
名迫，完全是一种爱好。我把读书当作
一种享受，从中得到生活多方面的乐
趣。在书中结识朋友，感情进入了角色，
一同快乐，一同流泪……真有“饥读之以
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
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的感觉。

读书犹如在精神田园里耕地、播种，
无论什么年景，收获总会有的。读书的
乐事，除了“读书有味身忘老”外，我还有
不少“豆腐块”见诸报端，且得些小酬。
每当此时，我便笑哈哈地对老伴说：“我
买书打酒去也！”

做精神上的富翁
刘勤（市二高）
作家池莉说：“如果把生活比喻为创

作的意境，那么阅读就像阳光。”不是人
人都能成为作家，但我们都要生活，当然
都需要阳光。既如此，阅读就成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读书可以遍游名山大川，丰富人生
阅历。在书中，我可以去“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也可以
去钟灵毓秀的江南水乡，甚至可以欣赏
阿尔卑斯山的雪域风光，还可以在加拿
大的班夫国家公园小憩。

读书可以与先哲、大家对话。读木
心，读席慕蓉，读周国平，才知道不是每
个人都事事如意、时时随心，慎思自己，
反思自己，不纠结于一事，不执着于一
念，换个角度看世界，云淡风轻、鸟语花
香。

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短时间内看
不出什么变化，但时间一长，这种变化还
是能显现出来的，小到一颦一笑，大到对
生活的态度、生命的质量，都会有不一样
的感受。专心致志地做精神上的富翁
吧，那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阅读照亮我的人生
翟红果（市地方史志办）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阅读相伴人生，改变生命的宽度，
让我们活出自信、活出品位、活出尊严。

我阅读，我坚强。小的时候，我就爱
上了读书。高中时期，我遭遇落榜，也遭
遇母亲去世。那时候，一颗心沉沦了，生
活没有希望。于是，我一头扎进书里。

《暴风骤雨》《第二次握手》《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渐渐修复心中的伤痛，燃起学习
的希望，让我走进一片柳暗花明的风景。

我阅读，我思考。工作以后，我把阅
读作为修身养性、成就事业的“功课”。
我阅读有“三不”原则：不敷衍、不迷信、
不虚学，力求留下一些独特的思考。马

列原著、党的重要文献和知识，转化为我
的理念、境界和信念；历史、地理、散文，
转换为一场演讲、一篇文章、一次发言和
一篇微博。尤其是方志敏烈士的《清
贫》，让我的心灵不断经历洗礼，时时刻
刻耐住工作的清苦，挡得住外界的诱惑，
做一个清白的人。

我阅读，我快乐。书读得多，思索就
多，思索一多，就忍不住想写。这些年，
我在专业期刊不断发表理论文章，还在
报纸发表散文、随笔、感悟，有些文章还
得了奖。于是，便有我的拙作散文集《时
光雨》出版。这些为我的人生添彩，让我
活出自信，从中获得许多惊喜和快乐。

我阅读，我向善。阅读，是求真务
实、尚善爱美的修养，是崇德向善力量的
源泉。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这天，我
在鹰城广场读书活动现场，为贫困家庭
捐出我的《时光雨》二十本，还有《平顶山
大事记》《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古典文学
知识》《名人劝学录》《情满鹰城》等九
本书。捐一本书，献一份爱心，为孩子的
前行点亮一盏灯。这也许不足以傲人或
者感人，但于己，却引以为豪。

做一个阅读者真好。阅读者的世界
不仅有绿意，更有芬芳；不仅有秋的收
获，更有春的向往。

营造良好环境 培养读书习惯
吕府刚（叶县县委办）
作为一名机关文字工作者，当身边

越来越多的同事、朋友都在手机、电脑上
看电子书时，我却对纸质书有着一份执

着的坚守。有时即便在网上能够找到电
子版，也要去书店买来实体书，只有闻着
书香才能深入进去、读出滋味。

读书不仅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
更可以开阔视野，学到丰富的知识。我
们应把读书变成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
活态度、一种自觉习惯，让生活少一些浮
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上下联动、全
民参与，共同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有
关部门应筑牢基层读书阵地，不断完善

“农家书屋”、社区图书馆、学校和单位图
书室等配套设施，满足群众读书需要，创
造良好读书环境；应建立“读书协会”等
群众组织，通过开展读书交流会、读书征
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加强读书交
流，降低读书成本，提高读书质量；应通
过减免税收、提供补贴等倾斜政策，引导
集体书店、个体书店、书摊等为群众提供
免费借书服务，让群众读书有好书、读书
有去处。

越读越想读
崔应红（鲁山县董周九小）
真正喜欢读书是近几年的事。五年

前，教了二十多年数学的我，因为学校缺
老师而改教语文。“隔行如隔山”，隔专业
也如隔山。我静下心来，拾起了过去如
果不是上级安排决不会碰触的专业著作
细细研读起来，从中汲取精华。随着阅
读量的增加，阅读兴致越来越高，越读越
想读，读完学校历年来发的教育教学类
书籍后，我又买了十多本语文教学、作文
教学方面的专著钻研起来。不仅学到了

先进的语文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也激发
了写作欲望。教学反思、教学案例、教学
故事，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汇成涓涓细流
滋润着我的心田。现在，我喜欢在闲暇
时沉静下来，忘掉一切徜徉书海中，享受
书中的芬芳。

读书打开我生命的另一扇窗
张国霞（宝丰县国土资源局）
我的读书生活是从女儿上初中开始

的。每天女儿写作业，我就陪她一同学
习，日久天长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
渐地，读书对于我不再是打发枯燥时光
的手段，而是一种爱好、一种享受，让我
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

闲暇时，静静地坐在阳台上，伴着春
日暖阳，或飘洒的细雨，捧一本自己喜欢
的书认真阅读。每一本书里面都隐藏着
人生的真谛，如一首首优美的旋律，让我
烦躁的情绪变得静谧恬淡。以前的我很
少读书，遇到生活工作中的烦心事，总喜
欢钻牛角尖，与自己过不去，不但影响了
心情，还在无形中影响了孩子以及和同
事的关系。如今，我从书中明白了许多
道理，理解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内涵，碰
到什么事情能自己化解，人变得快乐了，
还感染了大家。读书，为我打开了生命
的另一扇窗。

阅读关乎心境，无关媒介
姜熠乾（市地方史志办）

“读书能养气，乃为善读书”“弱冠弄
柔翰，卓荦观群书”“书味在胸中，甘于饮

陈酒”，网站常以这样富有韵味的诗句开
头推送特价电子书。时至今日，电子阅
读方式已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大众
所普遍接受，给人们传统的文化观念带
来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电子、纸质两
种阅读方式并不冲突，电子出版物抢占
传统纸质书籍阵地的观点站不住脚。恰
恰是那些因读书如痴如醉、为买书踌躇
癫狂、为藏书空间不足痛并快乐着之人，
充当了电子书籍的簇拥主力。至于认为
只有实体书才能够用来“深层阅读”的看
法，有一定道理，却也不尽然。对有“不
动笔头不读书”习惯的人来说，在电子书
中做标示、注释、笔记确实不习惯、不过
瘾，但电子书方便携带、方便收藏、方便
阅读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游山玩
水，于飞瀑深溪、青松翠柏之间，当清风
拂面、登高远眺之时，拿出手机，静静阅
读一篇美文，或高声诵读一段好文章，也
是很美好的。

相信通过电子阅读的方式了解一本
书，认识她，喜欢她，最后把她泛着墨香
的实体纸质版带回家，会是越来越多爱
书人的选择。

将读书进行到底
刘选启（湛河区人大）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书只有读并读出成效，人才能登上
进步的阶梯。

读书，就要“只争朝夕”地读，做到
“今朝有空今朝学，莫等明夕学不成”；
“如饥似渴”地读，把读书当作“饥时肉、
寒时裘、孤时友、忧时琴”，当作生活的第
一需要，真正学进去，学有所成；“持之以
恒、不舍昼夜”地读，真正把它当作人生
常态，生命的题中之义，将读书进行到
底，做到“活到老，读到老”。读书无捷径
可走，更没有顺风船可乘，需要一种精
神、一种投入、一种专注，甚至是一种痴
迷，不然就学不出真东西，学不出效果，
也感受不到读书的幸福与快乐。

尽管现在社会浮躁，导致人的心性
也有些浮躁，容易感到迷茫焦虑，但读书
可以让人安静、回望和反思，找到努力前

行的方向。尽管我们都上过学、读过书，
但知识更新换代快，不抓紧读书就可能
落后，甚至被淘汰。尽管现在多媒体发
达，但快速阅读、碎片式阅读所留下的记
忆并不深刻，思考应用也不够充分，还是
多些慢读、深读为好。尽管现在人人都
感到忙，没有读书的时间，但时间挤一挤
还是有的，比如工作之余、茶余饭后、节
假日，或者在临睡前。

读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相
伴终生、须臾不可缺的。读书，就是让我
们通过读、思、用，找到人生的幸福与快
乐，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提升。

读书打开生命另一扇窗

编辑絮语

对于读书，我们常听到的教诲就
是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每一个人的体会都是不
一样的，有些人从书中获得了知识和本
领，有些人从书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
只要时间合适、条件合适、书籍合适，我
们总能通过读书获益良多。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阅读逐渐
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甚至在一些
地方“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这不单
是个人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是如果
我们无所作为、听之任之，就此远离阅
读，那么我们不但会失去自身的成长，
更会让灵魂无所依存。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个喜欢读书

的人，品格不会坏到哪儿去；一个品格
好的人，一生的运气不会差到哪儿
去。”丢掉阅读的习惯是可悲的，而培
养并坚持阅读的习惯必将受益终生。

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让很多人
的生活和工作也都走上了快车道，于
是，“忙”成了很多人不读书的理由。
但是有意思的是，一些极其繁忙的人，
他们的阅读量同时也是惊人的。如果
善于安排，调理得当，忙碌其实不该成
为妨碍读书的借口。恰恰相反，有时
忙碌会成为读书的推动力。

无书使人俗，没有书香的社会更
会显得浮躁和粗俗。让我们与书为
伴，读出思想，读出境界，让心灵安宁，
让社会和谐。 （侯英帅）

开卷之难

两位小朋友在叶县田庄乡东李图书室看书（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近日，去一单位办事。只见这位接
待群众的同志，听得仔细、记得认真，感
觉现在的作风真的变了。但那位同志最
后的一番话让我听得一头雾水。他说：

“你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处理让领
导来定夺，再说这个问题是以前的，现在
我们也不好深管。”

“不好深管”是不是不想管呢？我想
应该不会，个中虽有怕麻烦的因素，但如
果不想管，怕对不起工资，怕群众举报，
更怕领导问责，这些都让他不敢不想管，
所以“不好深管”就有了怕“引火烧身”和
新官不理旧事的考虑。最后的结果是以
前的问题依然存在，今后的工作越积越

多。
“不好深管”是不是管不了呢？我想

肯定不是。无论是乡镇还是街道，哪怕
是其组成部门，它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
权力。如果自己真的“沉”下去，摸清群
众反映问题的来龙去脉，那么处理起来
并不难。但有的人觉得处理不处理影响
不了自己的绩效工资，更决定不了自己
的升迁，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太多
只会得罪人，这些都成了“不好深管”的
托词和理由。有了这样的想法，出现“你
来反映问题，我热情接待，解决问题与否
则能推就推”的情况就不足为奇。

“不好深管”是不是没法管呢？我想

有这种可能。有的人学而不精，怕管不好
反落太多不是，所以就出现了“点个卯、问
个好，接待群众热情高，真的遇见了问题，
不知如何才能管好”的尴尬局面。

如今，“不好深管”成为一些基层干
部为民办事的托词，致使有的地方领导
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群众反映的问题
仍然“搁置案头，难有下文”。作为基层
干部，工作上有难度、权力有限、协调力
度不大，这些是实情，但这不是不深管的
理由。

如果“要深管”，就要腹中“有货”。
只有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把辖区的乡
情民意摸清吃透，才能在解决群众反映

问题上游刃有余。
如果“要深管”，就要敢于担当。每

名党员干部只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接下来、问清楚、
解决好；把群众的难事当自己的家事。
工作中，既坚持公理又不失偏颇，既敢于
承担又善于面对，那么就不会出现“不好
深管”的尴尬局面。

如果“要深管”，就要确保实效。无
论群众反映的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是
前任留下来的“老病根”，还是现在处理
不了的“大难题”。既然群众有困难，我
们就要扑下身子去查实情、问缘由、找症
结，把他们反映的问题解决好。

范庆杰

“不好深管”的背后

安徽淮北一女孩最近为办理教师资
格证，竟被要求提供“无罪证明”，当地派
出所又要求她让教育部门先开具“需要
无罪证明的证明”，使得她在居委会、派
出所和教育部门间来回奔波而无所适
从，如此荒唐之举引起舆论大哗。在建
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下，这一绕口令
式的办证经历，增添了人们对一些地方
相关部门服务意识和作风转变的忧虑。

不可否认，有些部门提出的办证明
条件是既有制度规定的要求，办事群众
理应配合。但类似“无罪证明的证明”，
却常常成为自由裁量的灰色地带。看似

符合逻辑，却以增加群众的时间精力为
代价，不但看不出准确高效的办事作风，
也难以让人感受到急群众所急的服务意
识，而很多寻租腐败常常就是从类似作
风问题开始的。

“ 办 证 难 ”的 本 质 是 群 众“ 办 事
难”。北漂青年为办护照 6 次往返 3000
公里、某公务员辞职跑 5 趟才凑齐一份
完整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为一份薄
薄证明或一个红色印章，就要在多个部
门间来回奔波，群众的这种苦楚，检验
着相关部门的服务意识，损害着当地的
党群干群关系。

“无罪证明的证明”客观上也体现
出相关制度规定不够科学。目前，不少
证件的办理都需要部门间提供证明材
料和信息，但由于部门之间信息互不开
放，这成为办事群众在部门间“跑断腿”
的重要原因。以目前热门的需要提供
十多种证明材料及复印件的二孩生育
证为例，如果计生、公安等部门实现信
息共享，群众只需提供个人身份信息就
可以了。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不
仅要在行政审批事项上“做减法”，更要
在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方面“做加法”。努

力打通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和信息隔
阂，优化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的配置、
工作的流程，让人们办事只进一个门、只
找一个人，免去奔波之苦，是人们期待的
努力方向。

当然，优化办事流程是一个方面，接
待群众办事还需要工作人员。按照中央
要求，驰而不息抓作风，深入推动作风转
变，对于作风轻浮、涉嫌刁难群众的案
例，要严格追查，必要时公开曝光、坚决
追究责任，才能推动政府部门早日“门好
进、脸好看、事好办”，进而以更强的执行
力和公信力取信于民。

杨玉华 周畅

“无罪证明的证明”拷问的是傲慢者的荒唐

社保系统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
“重灾区”。补天漏洞响应平台数据显
示，目前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
河南等超过30个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
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
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4 月 22 日

《经济参考报》）
社保系统里的信息包括居民身份

证、社保、薪酬等敏感信息，一旦泄露，
不仅个人隐私全无，还会被不法分子
利用。同时，这些信息也是国家宏观
调控的重要数据来源，倘若被恶意篡
改，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与社保信息安全重要程度
远远不相符的是，地方社保部门的信
息安全意识十分淡薄。此前，广东、海
南等地就曾曝出社保网站漏洞——不
需要密码，仅凭社保号码或身份证号
码，就可以查询参保人员个人身份信
息。社保系统的毫不设防，让参保对
象的个人信息几乎处于“裸奔”状态。

诚然，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
网络世界，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完美无
缺，但有关部门有义务尽最大努力消
除安全隐患，并在日后的使用中不断
查漏补缺，臻于完善。遗憾的是，一些
地方社保平台连最基本的密码功能都
没有，或许主管人员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还有的部门
则搬出霸王条款，撇清自身责任，“如
因没有及时修改初始密码的用户，所
造成信息泄露，后果将由用户自行承
担”。而此前曝出的社保网站存在漏
洞的问题，大都是由公众或第三方测
评机构发现的，作为主管方的社保部
门浑然不觉。

社保系统漏洞的背后是责任漏
洞。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

立法散见于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系统
性，操作上存在较多问题，其中就包括
对信息安全泄露缺乏问责机制，缺少
法律依据。无论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

（七）增设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罪”，还是2010年《社会保险法》规
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
险费征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泄露用人
单位和个人信息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给用人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都主要针对
的是有关部门和个人主动泄露给他
人，而并不涉及管理系统漏洞造成的
被动泄密。一旦出现类似事件，有关
部门可以轻松逃避责任，或是将过错
一股脑推到网站设计公司身上。

同时，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的是“谁
主张，谁举证”。由于信息不对称，即
使社保系统存在漏洞，用户也无法举
证证明自己的个人信息就是从社保系
统泄露出来的。再加上法院在审理个
人信息泄露诉讼时，大都以侵犯个人
隐私权要求当事人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受害者很难获得损害赔偿，于是往
往忍气吞声，放弃维权，从而给了一些
部门无视个人信息安全的底气。

据悉，目前补天已经将详细数据
和情况汇总报送国家主管部门。不
过，在技术层面堵塞系统漏洞的同时，
更需要从制度层面消除责任漏洞。加
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步伐，厘
清相关部门和机构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的义务和造成信息泄露的责任，并引
入举证倒置和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
成本，如此才能倒逼全社会对于个人
信息安全的敬畏。

张枫逸

社保系统漏洞=责任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