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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983期

面对上级整改要求，有的地方
习惯于走过场、挠痒痒，把“限期
整改”拖成“长期顽疾”；有的干
部忙着将“锅”甩给举报群众，导
致问题还是问题，整改最终成了烂
尾工程；有的地方看似花了大代
价，实则只做表面功夫……这种

“半拉子”整改是阳奉阴违、欺上
瞒下的形式主义新表现，不仅浪费
财政资金，耗费基层干部工作精
力，也败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
形象。

整改靠挠痒痒、甩责任、留尾
巴……搞“半拉子”整改、选择性
整改、表面整改其实不改，久而久
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变成大
问题、小管涌沦为大塌方。这也让
人们更加痛恨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
利主义，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责
任心缺失，主要表现为知行不一、
不求实效，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
扎扎实实的落实。现实中，形式主
义与官僚主义大多相伴相生、如影
随形。出现形式主义，往往就会出
现脱离群众、做表面文章，从而滋

生官僚主义；出现官僚主义，往往就
会出现照搬照套、敷衍了事，从而滋
生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表现在基层，
但根子在机关。

整改的最终目标是解决问题，搞
“半拉子”整改，问题依然存在，人
民群众关心的堵点没有疏通，痛点没
有清除，说明宗旨意识淡薄、作风漂
浮、能力不足等问题也没有解决。

根治“半拉子”整改等形式主
义顽症要下三味猛药：一是要在思
想根源上正本固元。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自觉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二是在改进
作风上猛药除疴。各级机关要自觉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群众的烦心
事、挠头事，并以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劲头解决好问题，让人民群
众 不 断 看 到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效 和 变
化。三是在责任落实上动真碰硬。
敢于对“半拉子”整改说不，对热
衷“半拉子”整改者要严肃问责，
同时还要追究领导责任，真正做到
整改不能虚、不敢假、不想糊。

“‘半拉子’整改”须整改
扈 乔

在搬文山填会海、督查考核
检查过频、清除网群过度留痕的
同时，还要清理满屋子繁杂泛滥
的“招牌”。

许多党政机关基层单位，都
配有一个“活动中心”。其实，这
些“活动中心”很大一部分是专
门为那些没完没了、繁杂无聊的
诸多“活动”而配备的，开展每
项活动都要配备专用活动室。这
些 活 动 室 门 口 都 挂 满 了 形 形 色
色 、 名 目 繁 多 、 花 样 迭 出 的 门
牌，诸如联防活动室、娱乐活动
室、训练活动室、保健活动室、
廉访活动室、讨论活动室、议事
活动室、协会活动室、学习活动
室、阅读活动室、教育活动室、
培训活动室、网信活动室、督导
活动室、协调活动室、巡察活动
室 …… 可 谓 五 花 八 门 ， 无 所 不
有。活动室内的“摆设”更是让
人目不暇接。全屋都是板牌，遍
墙都是制度，满眼都是条文。各

类名目的“板牌”被包装制作的金
光闪亮，豪华无比，费用很高。而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为应付上级检
查标准统一制作的。

这些挂在门上，放在嘴上，摆
在屋里，钉在墙上，刻在板上，画
在纸上的众多制度板牌，都是冠冕
堂皇的“形式包装”，不过是纸上谈
兵、墙上画饼、做做样子的形象工
程而已。既发挥不了作用，更服务
不了群众，反而劳民伤财，让基层
饱含怨言。这种有钱挂牌，无钱办
事的方式，虽然挂满了“新牌”，却
失去了服务民生的“心牌”。

在反对铺张浪费、大力减轻基
层负担的当下，一些劳民伤财、让
群众说“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
义之风该认真整顿和治理了。要从

“上边”做起，从基层抓起，从现在
兴起，狠下决心，全力清理“杂牌
君”，让基层卸掉包袱，轻松上阵，
真正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乡村振
兴谋发展上来。

减负先除“杂牌君”
马洪利

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国非遗文化，推广中华民族传统美食，5月12日，王
致和首届厨艺大赛在北京举行。除了精彩的厨艺比赛，比赛现场还设置了王
致和企业文化及产品展示区，并联手团扇、手工扎染、青花瓷绘制、口包金等
多家非遗项目现场展示和体验。现场观众观赏了王致和腐乳的磨豆、点卤、搓
毛、装瓶等传统制作技艺展示。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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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宜深入中小学、幼
儿园为孩子们讲解“本草
童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04年，王宜开始接触健康
教育工作，前前后后面对面的健
康教育超过3000万人，包括部队
军人、大学生、妇联干部、公司职
工、餐饮行业人员、运动员等，覆
盖面很广。该如何将中医药文化
与营养学知识更好地传播出去，
一直是王宜思考的问题，而答案
在她参加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
有了眉目。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宜
在人民大会堂遇到了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
欢，听到王欢与同行的委员正在
讨论教育问题，王宜深有同感，也
加入了讨论，聊起中医药文化对
于孩子的文化教育起到的作用。
一番讨论后，王欢请王宜委员会
后到她那里看一看，会后她俩真
的在史家小学相见了，参观了学
生对中草药各类作品绘画、书法、
文艺演出等各类形式的文艺创
作。这让王宜感到震撼，并萌发了
创作“本草童谣”的灵感。

转眼到了2019年全国两会
期间，会议午餐时王宜与王欢又
谈起中医药教育之事，她讲述编
写了“本草童谣”的创意，同席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刘焱听到后十分认同，当天吃
完饭回到房间还不忘电话联系王
宜，作为幼教方面的专家，刘焱很
希望也很关心本草童谣能继续做
下去。两会结束后，3月21日，刘
焱立刻联络了王宜，将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
茹，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院所长
苏婧、北京几所幼儿园园长以及
幼教媒体记者等专业人士聚拢建
立了“文化育人”微信群，在群
里讨论并敲定了7月5日的研讨
会日程。研讨会上，刘焱介绍了
举办研讨会的初衷，由王宜介绍
讲解了本草童谣对文化育人的作
用，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幼儿园园
长马永彬、北京市十一建华实验
幼儿园园长李晓静、北京市北海
幼儿园园长柳茹等几位园长都参
与了讨论，最终大家将要做的事
定为“文化育人·本草童谣”，
以秋季为教育启动点，由王宜根
据各幼儿园特色花果蔬菜或谷物
等撰写童谣“交作业”。之后经
历过多次研讨会，线上线下与园
长、教师沟通，不断修改调整完
善“文化育人·本草童谣”在幼儿
园的落地实践。

而在12月7日，刘焱又邀请
王宜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
国学前教育高峰论坛，暨“两寻找
三研究成果汇报会”，并进行“文
化育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童子
功特色育人、本草谣文化育心的
演讲。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局负
责人、高校学前教育专家、教育教
研员、园长、教师，还有教育机构
约1200余人参会，王宜与刘焱分
别从中医药文化、童谣和教育的
角度阐述如何做到文化育人，马

永彬、邹平、李晓静3位园长则从教
学实践的角度细致阐述了幼儿园是
如何从实际工作做到文化育人的。
演讲立刻在参会人员中引起轰动，
不断有幼儿园园长联系王宜，希望
能够将童谣带到自己的幼儿园里。

有着多位政协委员的帮助和支
持，不断有专业人士的加入，王宜觉
得推广“文化育人·本草童谣”事半
功倍。2019年教师节，王宜随全国
政协组织教育界政协委员前往西藏
林芝送关怀，她对西藏当地教师的
中医药文化讲座引起了同行的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常务
副主席杭元祥的重视。从西藏回来
后王宜很快被杭元祥邀请到宋庆龄
基金会幼儿园开展文化育人特色教
育，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从2020
年立春开始，以节气入手。没想到，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计
划，王宜干脆改为线上课堂，将本草
童谣、本草故事、成语诗歌等做成音
频、文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刘园
长则将这些内容转化为老师学习后
带领孩子和家长一同学习的网课。

同时在杭元祥的推动下，宋庆
龄基金会正在与王宜积极筹备成立
专项基金的工作，为推广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提供坚实的后盾。这对王
宜来说是2021年开年的第一件好
事。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文化育
人·本草童谣”被越来越多人熟
知，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
等一些教育界政协委员都对王宜积
极表态，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想法，
也正在筹划将其引进到所在的教育
集团中落地。

第二件好事也很快到来，在
2021年全国两会之前，王宜的朋
友——朝阳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食
品卫生科主任任建军登门拜访，他
告诉王宜，学生膳食工作目前已经
进入瓶颈期，想要来商量商量对
策。王宜一听，立刻将本草童谣告
诉对方，用中医药文化辅助学生膳
食升级，不仅吃出健康，更能吃出
文化。商量后，王宜便敲定了“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上餐桌”的想法，
她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是成就
于国家的大事，对我来说，要从实
实在在的小事做起，先让本草童谣
上餐桌。”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经
过各方努力，便有了北京市朝阳区

“营”在校园5·20学生营养日健康
教育活动及培训。

从2018年有了大概的想法至
今，王宜一直在努力推动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为此她推掉了许多社会
工作。而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她
始终认为，委员的身份既是她的助
力也是她的动力。

王宜坦言，就算没有政协委员
的身份，自己也会尽力推广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但是政协委员的身份
赋予了她更大的责任，也帮助她能
更快地向目标前进，正是因为在政
协的平台上有一系列政协委员以及
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本草童
谣才能顺利地走进校园，来到孩子
们的餐桌上。

一个想法，一群人的努力

全国政协委员王宜讲述创作传播“本草童谣”的故事——

将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播种
本报记者 毛立军 赵 爽

5月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2021年北京市朝阳区“营”在校园5·20学生营养
日健康教育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此前的5月13日，在一次面向全区公办中小学、民
办中小学、幼儿园等700多家单位的培训 （视频） 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食疗营养专家王宜，以“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上餐桌”讲授了她原创的

《本草谣·五谷童谣》，为餐桌上的五谷赋予了中医药文化内涵。参与培训的人员主要
是学校负责人、校医、食品安全管理员和食堂厨师长等，共有2000余人。他们将面
向全区中小学幼儿园21万学生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上餐桌”的宣教活动。

自活动开展以来，各中小学迅速落实，通过实践创新让本草童谣走上学生的餐
桌，赢得了学生们对中医药文化积极的关注和极大的兴趣。充满童趣的童谣如何与中
医药文化结合，走进校园，在孩子的心中扎根，继而传播中医药文化？我们采访了王
宜委员，了解到了这些童谣背后的故事及其所承载的中医药文化。

用童谣的形式将中医药文化与营养学知
识向中小学、幼儿园推广，是全国政协委员王
宜近三年来全力以赴做的事情。她认为，孩子
是一张白纸，用童谣将孩子们的兴趣和好奇
心勾起，打开的将是中医药文化广阔的天
地，健康饮食的观念也能从小培养起来。孩
子们就像种子，生长、开花、结果，他们会
将接收到的中医药文化与营养学知识传播给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包括未来自己的子
女、子孙，影响的将是几代人的生活。

王宜创作的第一首本草童谣是“山
楂”。而一次去幼儿园的讲座更验证了她的
想法是对的。因为工作需要，王宜要去北京
市丰台区草桥幼儿园开展健康讲座，听众是
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年龄差距这么大该
怎么讲？王宜思索半晌，带着3包从医院药
房借来的山楂和创作的童谣到了幼儿园。3
包山楂往桌上一放，院长和老师都摸不着头
脑，孩子们不认识这3种山楂，却都喜欢红
彤彤的山楂片，对黑乎乎的焦山楂和黄黄的
炒山楂没兴趣。于是王宜又将3种山楂煮水
后让孩子们品尝，黑乎乎的焦山楂煮的水反
而成了他们最喜欢的。旁听的园长也十分好
奇，忙让王宜讲讲其中的原理。王宜先是对
孩子们说道：“不好看的不一定没用，也不
一定不好吃。凡事不仅用眼睛看，一定要用
心，只有经历了、体会了，才知道什么是好
的、是有用的。”紧接着又讲解了3种山楂
的药用价值，引出了关于山楂的童谣：“山
楂红果山里红，酸甜开胃吃饭香。炒炒山楂
健脾胃，积食化食焦山楂。”孩子们一个个
睁大眼睛听得十分认真，并很快将童谣背了
下来。

选择童谣为载体，王宜经过多方的考
虑，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接受中医药文
化，不仅要落在实处，体现在生活中的细
节，更要朗朗上口，方便记忆，童谣是最
好的选择。对于王宜来说，创作一首童谣
最重要的是确定核心，童谣一定要是生活
化的，并且与医学、营养学、中医药文
化、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还要考虑其最典
型的功效、各类俗名学名、通顺易读等因
素。通常创作一首童谣快则30分钟左右，
慢则耗上好几天的时间。童谣完成后还会
经过专家、同事把验生活版的专业精准，
请学校老师把“通俗易懂”关，请作家、
编辑朋友来验“合折”上口，最终要让孩子
们有趣记牢。而改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

“核心”不能改。
比如，关于绿豆的童谣发到学校后，有

的老师为了顺口，就将“绿豆圆圆闪青光，
青青汤儿解毒强。暑热烦渴清凉送，消肿明
目是良方。”中的“青青汤”给删掉了，而
这“青青汤”恰恰就是这首童谣的核心之
一。绿豆有清热解毒之效，这功效就在于绿
豆皮，青汤解毒解暑功效强，只有盖着锅盖
大火、快火煮开三两分钟就关火盖住锅盖降

汤温，才能煮出绿色的绿豆汤，煮汤晾的方法
很重要，绿绿的豆汤和空气中的氧发生反应，
不仅汤色变红，也失去了功效，所以童谣中一
定要有“青青汤”。这才是童谣要告诉孩子方
法内容。

除了中医药知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也被王宜写进了童谣。一则关于黄豆的
童谣看似只是介绍：“大豆本是中国生，五千
年来古称菽。黄豆又称田中肉，健脾利水消肿
良。”实际不仅告诉孩子们大豆、黄豆、菽都是
同一所指，更在第一句强调了黄豆源起于中
国，拥有上千年的历史。老师在教童谣的同时
就可以进行延展，例如黄豆作为补给，在郑和
下西洋过程中变成带了芽的黄豆为船员补充
维生素C以及豆腐是如何被中国人发明出来
的等等，小小的豆子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变
迁，由童谣作为钥匙，打开孩子求知的大门。
王宜将孩子比喻为种子，她认为自己做的就
是把自己的所学、所看、所感教给孩子，希望
他们都能长出中华民族的“根”。

随着王宜的足迹，本草童谣也传播到全
国各地。2020年9月王宜参加全国政协教科
卫体委员会组织的委员“三下乡”活动，在甘
肃临夏某小学，为当地的200名孩子开设了
一堂关于中医药文化的讲座。当讲到关于绿
豆的童谣时，王宜问孩子们：“你们觉得哪句
最重要？”没想到，一名小男孩立刻站起来回
答：“‘青青汤儿’最重要。”男孩的回答让王宜
很惊奇，这是第一个关注到她创作构思的人，
竟然是个孩子。原来男孩的爷爷是一名老中
医，曾经在煮绿豆汤时就告诉过他，绿汤才有
药劲。男孩告诉王宜，自己想学中医，长大后
当一名医生。王宜当即表示将自己的联系方
式留给男孩，承诺他大学考上中医专业后，为
他提供生活费，并且负责帮他找名医名师学
习。这话一出，不仅男孩，其他孩子都愣住了，
纷纷开始鼓掌。最后，王宜给200名孩子都留
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随着了解本草童谣的人越来越多，不止
学校，一些社会机构和餐饮企业也希望能将
本草童谣带上餐桌。一名校外培训机构的校
长找到王宜，询问能不能在餐桌上使用本草
童谣，他的学生大多是为了升学培训，压力比
较大，家长和学生都需要读读童谣，不仅能
放松大脑，还能学到一些中医药和营养学的
知识。更有经营餐厅的老板找到王宜，想要
将本草童谣印刷成卡片发给就餐的客人，由
服务员学习童谣后在餐厅宣传，不仅与餐厅
的风格统一，还能为客人带来知识，一举两
得。对于这些请求王宜都欣然应允，她的想法
很单纯，不在乎版权、名利等，只要通过一首
首小小的童谣，能将中医药文化宣传出去，落
地生根就可以。在王宜的计划里，下一步会持
续跟进已经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上餐桌的
中小学情况，同时编撰出更多的本草童谣，未
来还将开发中医药文化研学等更多形式，让
本草童谣伴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

小童谣，大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