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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

拆除地锁
□ 刘小林

前几天，某城管执法大队的刘
队长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令他印象深
刻的执法事件。

有些市民，为了方便自家停车，
在路边的公共场所，私自装上了地
锁。在沥青路面上打几个孔，楔上
几颗钉子，安上几个铁环，配上一把
挂锁。这不仅破坏了地面更是非法
侵占了公共资源，给其他群众的出
行带来了不便。得利者心安理得，
失利者心有不甘，为此产生很多纠
纷，矛盾愈演愈烈。

为了规范城市公共资源，净化
路面环境，城管执法大队研究决定，
开 展 一 次 治 理 私 设 地 锁 的 专 项 行

动，十几名城管队员在刘队长的带
领下，来到地锁最多的一条小街道
上。刘队长严格要求：“不管车主如
何为难，地锁必须全部拆掉。”

到现场后，执法队员们就开始
两人一组拆除地锁。就在拆除地锁
的过程中，一名妇女突然冲了出来
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家的停车位，
你们谁也不能动，我们都用了好几
年了，你们凭什么说拆就拆？”

刘队长笑着回答道：“这是公共
用地，你家停车方便了，大家就都不
方便了，咱们不能这么自私吧？”

好话说了一箩筐，这名妇女丝
毫没有退步的意思。刘队长见此情
况，义正严词地说：“来几个人把她
拉开，强行拆除地锁。”同时，刘队长

要求打开执法记录仪开始记录执法
过程。

这 名 妇 女 一 看 执 法 队 员 要 强
拆，马上躺在地上喊道：“哎呀！大
家快来看看吧，城管打人了，打死我
了快。”她的哭闹声引来了不少围观
的群众。这时，一男子怒气冲冲地
走了过来。人还没到，声音已经震
得耳朵嗡嗡作响。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没人打她，是她自己躺在地上

的。”
“ 别 不 承 认 ，这 么 多 人 都 看 见

了。”
“我们有完整的录像，跟我们回

队里，让你好好看看。”
“哪儿呢！？我现在就要看！”

这名男子说着就去推刘队长。
“请你别动手啊！这是执法设

备！”刘队长伸出胳膊挡住他的手。
双方争执十几分钟后，刘队长

开始耐心地给男子讲道理摆政策。
最后，了解真相后的男子不好意思
地摸着头说：“我们这样做确实不太
好，只顾自己方便了，却损害了大家
的利益，真是不好意思啊！”说着他
竟自己动手把地锁拆除了，保证今
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最 后 ，刘 队 长 意 味 深 长 地 说 ：
“看来执法过程中，执法记录仪的作
用还真不小啊，这样才能保护执法
者自己，也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是执法记录仪让我们执法更公
开、公平、公正。”

史说法治

官场百态

□ 三阳

□ 乔兆军

□ 佟才录

“与民同苦”的县长

直言敢谏
的傅咸

一个“熬”字益人生

王县长到大郭家村去慰问贫困
户，当访贫问苦进行到村里最后一
户贫困户郭大娘家时，正赶上郭大
娘一家在吃午饭，郭大娘家的午饭
非常简单，一盆贴玉米饼子外加一
盆见不到一丁点儿油水的白菜萝卜
汤。

王县长和郭大娘一家人说了几
句官话，拍了一组镜头后，放下米面
和油等慰问品就准备离开大郭家村
回镇上吃饭——镇长和书记早已在
镇上最好的酒楼备好了丰盛的酒宴
恭候着了。可不知为什么，王县长
突然决定留下来和郭大娘一家人一
起吃午饭。

郭大娘诚惶诚恐地给王县长准
备了一副干净的碗筷拿上桌。屋里
的很多干部们都不理解王县长为什

么一定要留下来吃这顿午饭，他们
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他们心里正
想着今天中午又可以大吃海喝一顿
了 。 他 们 无 声 地 你 望 着 我 我 望 着
你，只有县政府办公室李主任趴在
县电视台记者小张的耳边小声嘀咕
了几句，而后，小张便把已经关掉了
的摄像机又打开了，镜头对准了王
县长。

王县长伸手拿过来一个贴玉米
饼子，放到嘴边小心翼翼地咬了一
小口。王县长鼓着腮帮在嘴里咀嚼
了一会儿，努力往肚子里咽。他实
在没有想到，郭大娘一家人吃得甜
嘴麻舌的贴饼子会是这般的难以下
咽。王县长使劲抻了抻脖子，喉咙
上下滚了几滚，又猛地喝了一口白
菜萝卜汤，最后总算把那口贴饼子
咽到肚子里去了。可他再看着手里
的贴饼子却怎么也没有勇气去吃第

二口了。
李主任似乎看出了王县长的心

思，他又趴在县电视台记者小张的
耳 边 耳 语 了 几 句 ，然 后 ，他 上 前 把
王 县 长 手 里 的 贴 饼 子 掰 下 了 一 小
块，然后交回到王县长手里要王县
长 摆 出 欲 咬 的 姿 势 ，这 时 ，小 张 也
配合地把摄像机打开了，随之又关
闭了，李主任又把王县长手中的贴
饼子又掰去了一小块，之后又交回
到了王县长手里拿着放到嘴里咬着
的样子，然后示意小张再次打开摄
像 机 。 如 此 五 次 三 番 ，终 于 ，王 县
长 手 里 的 贴 饼 子 一 点 一 点 地“ 吃 ”
没了……

李 主 任 心 领 神 会 地 对 王 县 长
说 ：“ 都 已 经 拍 摄 完 了 ，请 县 长 放
心。”县长看着电视台的小张，小张
也肯定地点头表示没有问题了。王
县长才在李主任的搀扶下起身，然

后招招手示意大家上车，准备前往
镇上大饭店聚餐。

一到饭店门口，镇长和书记早
已在大门口等候着了。两人一前一
后跟着说：“王县长真是辛苦了，听
说还在农民家里吃饭，这真是我们
县里人民的福气啊！快请到屋里休
息一会。”

晚上，县电视台播放了王县长
在 贫 困 户 郭 大 娘 家 一 起“ 与 民 同
苦 ”的 现 场 新 闻 ，在 新 闻 的 最 后 一
段，王县长慷慨激昂地说：“作为人
民 公 仆 ，只 有‘ 与 民 同 苦 ’，才 能 真
正体会到人民有多苦，也才能更好
地 为 人 民 服 务 ……”又 过 了 几 天 ，
这 则 新 闻 又 出 现 在 了 市 电 视 台 的
晚间新闻联播里。半年后，王县长
升 迁 到 市 里 做 了 主 管 农 业 的 副 市
长，而县政府办公室李主任也升任
副县长。

傅 咸（239～294），字 长 虞 ，北 地 泥 阳（今 陕 西
耀州区）人，西晋文学家，曾袭父爵任太子洗马,后
陆续任过冀州刺史、司徒左长史、车骑司马等职,最
后官至尚书右垂。他为官峻整，疾恶如仇，直言敢
谏，曾上疏主张裁并官府，唯农是务并力主俭朴。

家庭熏陶步入仕途
傅咸的曾祖父、祖父，先后担任过汉魏的邵太

守。傅咸的父亲傅玄是西晋哲学家、文学家，曹魏
时的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太守，领典农校尉，性格
刚毅耿直。傅咸自幼聪颖好学,遍读史书,笔耕不
辍, 由 于 家 庭 的 熏 陶, 加 上 其 父 的 教 诲, 渐 入 仕 途 。
在官场中，他“好属文论”，“言在其鉴”，疾恶如仇，
推贤乐善，刚简有节。尤能审度时势，政治眼光远
大，料事如神，有孔明之风。他的奏章，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说理透彻，语言之美，犹如诗歌。

谏言直陈 倡导节俭
西晋年间，大臣们多半是皇亲国戚或名门望族

的后代。他们凭借贵族的身份享有很多特权，过着
奢侈的生活，愈来愈堕落。傅咸多次进谏，切陈执
政事之得失、损益，世俗之奢侈不节，人才之选拔任
用等，称引故事，条理灼然，皇帝多有准奏。

有一年，各地发生了饥荒，很多百姓逃亡，饿死
冻死他乡，傅咸知道后，马上告诉晋惠帝。晋惠帝
不明白，问：“为什么不吃肉粥呀？”傅咸听了以后，
哭笑不得，只好把老百姓的事情讲给晋惠帝听。晋
惠帝听了后问道：“依你的意见，应当怎么办呀？”傅
咸直截了当地说：“朝中的一些大臣生活奢侈，他们
一天的饭费花那么多的银两，有的大臣把白蜡当干
柴烧，厕所内堆放着香料，可百姓却生活在贫困之
中。朝中大臣们这样的奢侈腐化，应当受到处罚，
对有错不改的大臣按照国法处治。”晋惠帝听了，
说：“说得很有道理，你若发现谁挥霍无度，不守国
法，都可以按照条例惩处。”平时趾高气扬的皇亲贵
族们认为傅咸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一点都不怕。但
傅咸对这些人，没有畏惧和妥协。而是多次上书晋
惠帝，严肃地说：“奢侈比灾害还要厉害呀！”因为傅
咸的劝谏和批评，晋惠帝终于下决心除去了一批腐
败官员。朝中的大臣心中害怕，都不敢为非作歹
了。

谏省官事 刚正不阿
傅咸上书晋武帝，直言揭露说：“武帝即位，已

15 年 ，‘ 军 国 未 丰 ，百 姓 不 瞻 ’，一 年 不 收 便 没 粮
吃。其原因是剥削者多，而亲农得少。如户口比汉
少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比汉多得多。”他建议，当今
之 急 ，裁 减 官 员, 合 并 机 构, 减 少 摇 役, 大 力 发 展 农
业。“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唯农是也。”
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他又从尧、舜、禹的美
德讲起，指出晋上层的奢侈腐化，忠谏武帝提倡节
俭，并以身作则，带头节俭省用，武帝赏悦，并且升
了他的官职。

傅咸还多次上书,谏言改革弊政，选贤任能，力
举了任人唯贤的用人策略,使国家保持了经济繁荣
与社会稳定。

小时候家里穷，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娘总说：
年好过啊，这日子才难熬呢。咂摸一下娘的话，还
真是的，年太好过了，就那么几天工夫，热闹的春节
就溜走了，接下来的日子，就要为生计，长打算，慢
慢熬。

读过这样一个故事：甲乙两人决斗，甲对乙说，
放下武器投降，不然我就杀死你。面对身体强壮的
甲，乙尽管十分害怕，但仍硬着头皮说，绝不。双方
对峙时久，乙感觉快要撑不住了，这时却听到甲无
可奈何地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投降算了。

看来人生在世，关键在于“熬”。“熬”就是不轻
易放弃，不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坚持下来。“熬”得
住，才能柳暗花明，也就笑到了最后。作为一个强
者，面对对手，回避恐惧不是办法，要相信，你的对
手比你更紧张。

婚姻如粥，慢慢熬才能出滋味。朋友春丽是一
个安静娇小的女人，在她生小孩的那段时间，老公
出轨了。春丽面对感情危机采取的是冷处理：她
（小 三）新 鲜 她 的 ，总 有 不 新 鲜 的 时 候 ，咱 就 慢 慢
熬。后来小三耗不起了，败下阵来。朋友知道，丈
夫只是一时糊涂，给他一个改悔的机会，比责罚产
生的效果要好得多。

“熬”是一份涵养一份宁静，就像在浮躁的洪流
中一锤锤打下的一个桩。每个人、每个当下的痛，
都是真实的。你经历过的所有人都会，你痛苦的别
人也曾难以忍受，遇事，慢慢来，熬过去，是你的，总
会有。

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可以把人生煎熬到
最本质的精髓。”人生如茶，会苦一阵子，但不会苦
一辈子。池莉在《熬至滴水成珠》中写道：“那最后
熬成的珠子，该是何等圆润，何等晶莹，何等沉着，
何等剔透。熬至滴水成珠，实在是一个美好的修炼
过程。”字里行间该是对人生经验的提炼和感悟。

想起了好作品都离不开“熬”。孙膑能“熬”得
住，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孙膑兵法》；左思写《三都
赋》，“熬”了十年，“文成，洛阳为之纸贵”；司马迁

“熬”得住，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了惊世之作《史
记》……

相反，有的人却“熬”不住。比如有的作家几个
月就能写一本书，质量却不好说，应时、跟风、粗制
滥造的多，出书快湮没更快。为政者守不住寂寞，
把当官作为一个满足贪欲、获得私利的捷径，结果
身败名裂；有的人梦想一夜成名，快速致富，迷恋着
各种“速成”，却放弃了踏踏实实的努力。你是在找
捷径，还是在给自己挖坑？

熬，是一种自信，一种毅力。熬的经历丰富，人
生就绚丽多彩。熬得住，才有真功夫。熬得起，方
有大境界。

5 月 11 日，由农工党河北
省委和本报共同举办的“弘扬
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法
制 宣 传 周 在 新 乐 市 文 化 广 场
拉 开 帷 幕 。 省 农 工 党 河 北 省
委副主委、省政府参事室主任
徐英，农工党省委副巡视员张
峻 ，农 工 党 石 家 庄 市 委 副 主
委、市政协副秘书长程鹏起，
以 及 农 工 党 省 委 、石 家 庄 市
委、新乐市委等相关领导参加
开幕仪式。

这 次 活 动 是 农 工 党 河 北
省 委 和 本 报 携 手 举 办 的 第 二
个法制宣传周活动，去年 5 月
份以“学法守法、依法维权、共
筑和谐”为主题开展的普法宣
传，在群众中掀起学法、知法、
用法、守法、护法的热潮，营造
了和谐的社会氛围。

在活动现场，法律专家和
律 师 围 绕 食 品 安 全 、婚 姻 家
庭、农村土地等方面的法律知
识进行了详细解读，并一一解
答 了 群 众 提 出 的 相 关 法 律 问
题 。 活 动 还 在 广 场 和 学 校 举
办了两场法律知识讲座，他们
将 专 业 性 较 强 的 法 律 知 识 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为
咨询的群众解答了疑问,帮助
他 们 解 决 了 许 多 困 惑 已 久 的
法律问题。

此外，活动中发放法律知
识手册 200 余册，展出法制宣
传 展 板 20 余 块 ，现 场 气 氛 热
烈 。 前 来 咨 询 的 一 名 群 众 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增强自
身的一些法律知识，在以后的
生活中，能够运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农工党河北省委与本报共同举办法制宣传周
□ 本报记者 周欣艳 刁军杰

图①：在活动现场，群众认真阅读河北法制报。
图②：省直医院专家为群众义诊。
图③：法律专家宣讲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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