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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政协书香政协 委员读书委员读书

与委员一起读书读书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卡尔·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纪念版），特里·伊格尔顿著，重庆
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撰写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普及读物。作者对当前西方
社会十种典型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
行了反驳，并相应地从十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和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

《习近平在上海》，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

辑室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本书通过对当时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同

志、市直部门和区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记者
等的访谈，对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的
主要工作和展现的丰富政治智慧、高超领导才
能、勤勉工作精神、真挚人民情怀，作了生动翔
实的呈现。

王济光委员读《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乡村振兴筑牢大国之基
□ 王济光

重庆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

“双月荐书”书目（一）

在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开设的“网
上全国政协书院”阅读贺雪峰教授的《大国
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掩卷而思，不
由感慨频发，产生诸多共鸣。

记得4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特别强
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这曾激起我复杂
的内心触动和情感涟漪：如何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通过乡村振兴筑牢大国之基？
如何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农
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这是新时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更是中华民族
复兴伟业的基础。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发展阶段优
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
总体部署，彰显出党领导乡村振兴的坚强
伟力，但如何才能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体？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无可回避
的重大课题和世纪难题，必须勇敢面对、加
快破解。

《大国之基》共分五篇，分别阐述社会
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和组
织再造，无不是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乡村振
兴关键中的基础、基础中的关键。该书之
所以能够被列为“2019年度央视中国好书”

“南都 2019年度十大好书”，与其选题与结
构、内容与文风、胸怀与眼界有着极大关
系。认真阅读中，曾无数次伏案长思：当今
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现象仍
然制约着新型城镇化发展，“三农”问题将
会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经济结构上

的二元性、社会分层上的多元性、文化观念
上的冲突性、治理方式上的单一性以及生
态保护上的复杂性等，可能还在于上述诸
多挑战性难题的错综复杂与交织缠绕。要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让农民成
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需要切
实正视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尊重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近年来，我国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
高，但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在偏
远的传统农业区，农业结构转型还存在来
自方方面面的现实挑战。由于缺乏劳动力
和产业支撑，这些地区相当一部分农户被
迫回归到低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小农经济
模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绝不能一味地
好上加好、锦上添花，而应当更加关注产业
发展滞后和乡村衰退严重的地区，突出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强
化弥补短板，重视“雪中送炭”。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需要在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中重点突出文化建设、
解决好行为短期化问题。如有些农村地区
在乡村振兴中走了不少弯路，改变了村庄
自然风貌、牺牲了独特的乡村价值，对乡村
文化和传统治理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近
年来，很多地方在民宿、田园综合体规划建
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却也出现了盲目
跟风、模仿复制的不正常现象。长此以往，
固然可以建好精致的民居，也能看见旧时
的物件，城里人还可以到近郊农村体验务
农的新鲜感，但乡村的价值精华却在模式

化的过程中消失殆尽。乡村不应当变成静
止的盆景，乡村文化应当流淌着民俗和时
代的血液，才会生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天天向上的朝气。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需要全
面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摒弃追求虚假
繁荣的政绩理念和行为方式。随着城市发
展速度的加快，造就了大量产业工人需求，
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已经成
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无可逆转的大趋势。农
民进城了，宅基地闲置了，一些地方却不懂
如何盘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旨
在保护耕地，但也存在着资源浪费现象，有
些地方片面理解乡村振兴的政策标准，过
度强调提高美丽乡村建设的集中度，短期
打造的美丽乡村样板为“空心村”埋下了伏
笔，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需要用好
农村基层治理的辩证法、探索社会力量和工
商资本积极参与的有效方式。推进农业农
村市场化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
是乡村治理诸多难题的渊薮。推进乡村治
理现代化的根基在农村、动力在体制，如果
没有村干部的稳定体系，或者如果乡村治理
没有同步推进专业化和职业化，那么这种治
理的实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乡村基层
治理辩证法的要义就在于，既要允许基层治
理有相当灵活的空间，也要在体制设计上加
入纪检监察的“防火墙”保护。对城市资本
进入乡村振兴序列要设有门槛并实施风险
管控，避免把乡村振兴的利益主体（农民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向边缘化，削弱乡村

振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基础。
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需要强

化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再造、唤醒广大农
民的主动参与和责任意识。乡村振兴的前
提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而组织农民最有力
的制度条件就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经济制
度再造村社经济、重建农村组织体系。如
何再造村社经济？最首要的是要建立起利
益关联机制，让农民自己来建设自己的美
好生活。村庄是农民主要的生产生活场
所，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提升村民能力和
认知水平，在引入外部力量参与乡村建设
行动中，应当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宗
旨，让农民自己完成村庄公共议事和集体
行动，从而形成乡村内生力量协同机制与
外来力量平衡机制，为共同组织生产、共同
商讨发展规划、共同协商对外合作安排以
及共同抵制不利于村庄发展的行为，奠定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乡村振兴筑牢大国之基。在党的领导
下推进乡村振兴，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让农民自觉参与乡村振兴全过程，大胆探
索自己的幸福道路，要使他们在创造自己
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和增进全
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只有让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成为受益主体、建设主体、治理主
体、责任主体和奉献主体，才能不断提升农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命感和价
值感，才能使乡村振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行稳致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
秘书长）

爱的“蝴蝶效应”
“《爱的教育》的书名，若按直译那就是‘心’，从心底深处出发的爱，平淡而笃

定，被爱的人才能更多地懂得去爱别人，我们要一直拥有感悟爱的能力。”巫溪县
政协委员李徽在一次次阅读《爱的教育》中明白，在职场抉择、朋友交往、亲人相
处中，不要过多去计较得失，而应该更多地学会爱、理解、宽容和换位思考。

初次见到这本书，李徽还是一名高中生。那时入秋，图书馆内溢满了桂花
香，在语文老师的推荐下，她借出这本《爱的教育》，细细品读。“书香更比桂花
香。”多年后回想起这一幕，李徽嘴角含笑。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创作的长篇日记体小
说，讲述了一个叫安利柯的四年级小男孩的成长故事。书中文字朴实，没有跌
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强硬的说教，也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的只是平凡人的
日常生活，但在这里面蕴藏有爱，正是这些不经意间的点滴之爱，将她带入一
个处处充满爱的温暖世界，“这世界令人羡慕，让人不由自主地共情，想要靠
近，想要成为故事中某个有爱的人。”

后来机缘巧合下，在长沙的定王台书城再次遇到这本书，李徽当即买下。
等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第一年，她积极响应“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从湖南来到重庆巫溪，这本书也成了她随身携带的读物，
对她来说，《爱的教育》就是一股坚韧的力量源泉，能让她在生活中不断发现点
滴的爱和细微的美。

书中《爱国》一篇是父亲写给安利柯的信，讲述校长常常带学生去看路过
的军队，向军旗敬礼，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故事。李徽深受启发，为了让女儿
从小埋下爱国的种子，她幼儿园时就教女儿唱国歌，给她讲浅显易懂的爱国故

事。无论在哪里听到国歌声，她都会和女儿一起
肃立高唱。在她看来，这些小小的仪式感中有大
大的爱。

读《爱的教育》，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感知到
的爱的教育传播出去，或许能形成爱的‘蝴蝶效
应’吧。”李徽说。 （黎 赕）

“这些文字，无论读过多少遍，都仍然像光
一样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綦江区政协委员、
重庆移通学院信息安全学院副院长王宁看完

《魔鬼出没的世界》后力荐该书。
王宁介绍，该书作者卡尔·萨根是世界一

流的天文学家和科学活动家，曾长期担任康奈
尔大学行星研究中心主任，在美国太空探测领
域很有影响，他的数十部科普作品广为人知，
被誉为“展演科学的艺术家”。这本书里，卡
尔·萨根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提出了
从各种角度进行思考的“探测谎言的方法”，讴
歌了科学家为人类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和科
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

在王宁看来，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与伪
科学、反科学的角力随处可见。“非理性的海妖
的歌声更加悦耳迷人。”王宁说，卡尔·萨根几
十年前在该书中提出的担忧，如今依然需要警
惕。很多伪科学的来源是人类的错觉和幻觉，
伪科学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它迎合了人们的
愿望，满足了人们情感上的需求。

“当我们自我放纵和放弃自我批判时，当我
们将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时，我们就滑入了伪
科学和迷信的泥沼。”王宁从书中了解到，人类
的观察和记忆并不像想的那么可靠。人类容易
记住一系列的碎片，然后在各种暗示和诱导之
下把这些碎片组合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
是幻觉，是内心的恐惧或期盼等情绪的产物。

对照生活，王宁发现，越是期盼发生的事
情，越容易轻信其并不可靠的依据。另一方
面，预先抱有成见、一知半解的认识态度，也会
让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如何
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王宁说，这本书提供了
参考：用“怀疑的思维方式”去审视身边的各种
理论和言辞，让怀疑精神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探
索者的工具。具体而言，当接听到一个理论
时，先问几个问题——它能不能被验证？现有
证据是否可靠？推理过程是否严谨？

“怀疑的思维方式看起来容易，真正做起
来却并不简单。”王宁感慨，该书给她最重要的
启示，即接受有证据的理论，怀疑无证据的理
论。就像哲学家约翰·洛克所说的那样，“热爱
真理的一个正确标志是，不能超越证据所能保
证的可信度去考虑问题，因为证据是事物存在
的基础。”

“科学知识重要，思维方式更加重要。”阅
读这本书，给王宁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带来了启
发。她认为，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学生们结
论性知识，还要让学生们树立真正去发现问
题、探索世界的科学认知观，以逐步提高科学
认知素养。做科研工作时，可以采用书中提出
的方式来进行问题的分析和推演，以得到准确
的结论。

“与其咒骂魔鬼的黑暗，不如点亮一支科
学的蜡烛。”王宁如是说。 （秦 杰）

本报记者 程颖

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江津区政协委
员、区畜牧兽医发展中心副主任蒋书文豁然
开朗、心中畅快。“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
坡传》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书里那充盈的诗
意，那不曾断绝的文人气质，那俯仰天地、笑
看沧桑、悠然自乐的真实情怀，让人心潮澎
湃、难以忘怀。”

读《苏东坡传》之前，蒋书文心存疑问与
好奇：一位是宋朝大文学家，曾留下过“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佳句，一位是中
国近代著名作家，曾写出了《京华烟云》《啼
笑皆非》等传世佳作，这样两个隔着时空在
文学上都颇有造诣的人，如果碰撞在一起，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中国的文学长河里，殿
堂级的文学大家不胜枚举，林语堂为什么会
专挑苏东坡来写？

带着求知探索、带着敬畏思考，蒋书
文在《苏东坡传》中尽情徜徉。蒋书文介

绍，《苏东坡传》这部作品从人物的出生写
到离世，从家庭生活写到社会活动，展现
了苏东坡一生的生活历程。全书共分四
卷，第一、二卷主要描述苏东坡初登政坛、
文坛的经历，第三、四卷描写了苏东坡遭
贬谪后的生活。

“全书用了最理想化的笔触充分展现了
苏东坡的个性、才华和魅力。”蒋书文说，林
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
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
是豪放自如的文学家，是独树一帜的大画
家，是自成一派的书法家；他反对假道学，崇
尚真性情，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
超脱于政治之上”，他在顺境中不做政客，在
逆境中又能安贫乐道，他热爱生命，自得其
乐，活得快慰。“正因为这样的特殊魅力，才
使得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学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不断有人真心崇拜他，我亦
如此。”

蒋书文说，崇拜苏东坡，是因为他无可
比拟的才华、乐观豁达的性格。苏东坡的

诗，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
激昂豪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的深情款款，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
妆浓抹总相宜”的清新雅致，有“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哲思……其境界
开辟古今，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跃动于
笔端。“透过苏东坡，我触碰到了中国文人飘
逸的衣袂，聆听到了中国文化激昂的脉动。”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几度流浪他乡，
生活窘迫，但好在他是一个心态豁达的乐天
派，没有郁郁寡欢，而是随遇而安，苦难的生
活更是激发了他的创作才能。在密州，他写
出了史上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动人词句，“我欲乘
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的优美意境至今长
盛不衰。而当他晚年身处岭南蛮荒之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表明
了苏东坡明朗豁达的心境。

“我崇拜苏东坡，还因为他的浩然之
气。”蒋书文说，王安石变法出现种种弊端，
苏东坡带头反对，他用他最擅长的武器——

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将他的政
治哲学、个人气质、大无畏的精神，展现得淋
漓尽致。随后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
杭州，他远离了城市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
他习惯了宁静淡泊，展现出俊逸洒脱。“‘一
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
世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
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就
能在任何境遇中，处之泰然，坦荡自若！”蒋
书文激动地说道。

“林语堂说自己创作《苏东坡传》并没有
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以此为乐，但我认为
他们注定要相遇。”蒋书文认为，林语堂和苏
东坡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有自由达观、不
拘于世的人生态度，都有诙谐幽默、喜爱调
侃的鲜明个性，都有汲取众长、多元融合的
文化信仰，正因为这样的志趣相投，才能让
林语堂更懂苏东坡，甚至穿越时空，将自己
化身为苏东坡本人去感受他的一生，去撰写
他的经历。“一蓑风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
晴”，这就是大师。

《忆韬奋》，邹嘉骊编，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出版。
本书是邹韬奋先生幼女邹嘉骊女士汇集乃

父生前友好所撰写的悼念、回忆韬奋先生的文章
所编录而成的纪念文集。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
情境，凸显个人与大时代、大环境紧密甚而紧张
的关系以及个人厕身其间的应对、抉择与坚守。

蒋书文委员读《苏东坡传》：

一蓑风雨任平生

我 书香缘的

思

读
与与 点亮一支科学的蜡烛

《重庆之眼》，范稳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
展现了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
姻家庭生活，通过他们表现了坚强不屈、愈战愈
勇的民族精神，以及重庆人乐观开朗豁达的个
性特征、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