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方明

好领导会做“三事”

接力寻人传递爱

寻人非警察一家可做到，也

需要我们每个人对走失的老人多

些关注

“男，57 岁，1 米 65⋯⋯其患有高血压，

走失时伴有轻度智力障碍，不懂得求助人。”

7 月 10 日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李希

慧在京与家人走散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和

微博上被纷纷转载。一时间引起众多热心

网友和师生的牵挂。从线上到线下、从学校

到媒体，北师大师生、法律界人士及众多网

友积极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渠道传

递信息，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寻找。7 月 14

日，一名环卫工人发现了李教授。

网络上的爱心“微传递”，百余名师生参

与寻找，有些家在河南、湖北的学生也特意

赶来加入到找人队伍中，其间透露出来的浓

浓师生情和人文关怀令人感动。

欣慰之余，“老人走失”的社会问题更值

得关注。在城市的街头，我们有时会看到动

作迟缓的老人或茫然行走，或蜷缩在角落里

发呆；类似“寻找李教授”的信息在网络和报

纸上很常见。

导致老人走失的“罪魁祸首”是老年痴

呆症，也就是阿兹海默氏症，其病症表现为

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

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

面性痴呆，以 65 岁为界，之前发病为早老性

痴呆，之后发病为老年性痴呆。

据统计，目前我国约有老年痴呆患者

500 万人之多，占世界总病例数的四分之一，

每年平均有 30 万新发病例。随着中国老龄

化的加剧，这一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疾病越来

越引起人们重视。

同时，空巢老人走失现象比较多见。随

着“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社会正朝着

“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无

后老龄化”转移。尤其在农村，大量的人口

流动导致“赡养责任人口”流失，这大大增加

了 农 村 老 年 人 与 子 女 的 分 居 比 例 、空 巢

比例。

为了不让老人“走失”，人们想了很多办

法。如让老人随身携带联系卡，或找专人陪

护，或装上定位追踪器。近日，沈阳一物业

公司就向小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送“专属

二维码”。只要在老人的袖口或衣领上缝上

它，市民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老人的姓

名、出生年月、健康状况、儿女姓名等信息。

然而，老人走失的事情仍时有发生，有的

被幸运找回，有的杳无音讯。李教授的家属是

在派出所搜寻无果的情况下，无奈通过微博、

微信转发寻人信息。终于，李教授回家了。这

是其家属的努力，也是众多热心人的努力。

虽常见有“老人走失，民警热情帮助”的

新闻报道，可寻人非警察一家可做到。除了

家属尽好孝心外，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对走失

的老人多些关注，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

关键时刻能“扛事”，日常

管理能“懂事”，追求卓越能

“成事”，力做“三事”管理者

金鸟笼金鸟笼，，你配不配你配不配？？

□ 无 忧

□ 于中谷□ 于中谷

32 天，世界杯可算是结束了，点灯熬油

一个多月，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有一大半都多

少挂了些“面相”：打哈欠+眼袋+黑眼圈，一

副休息不够的模样。

虽然世界杯已经散摊了，但对体育规律

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大赛后遗症”这个名

词，“世界杯后遗症”则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

病象。从正常规律推演，办赛地的人们会有

突然的人去楼空繁华难觅的空虚感，而更多

的球迷则会产生一下没有比赛看怅然不知

所措的失落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才能

从情感上回到现实生活。在专家眼里，这就

是大赛后必须适应的“情感空洞”。在这段

时间内，心情焦虑，感觉无所事事，乃至颈

椎、视力、皮肤出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世界

杯后遗症的医学指征。

以上种种病象其实早成规律，也不是什

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比起它们，世界杯后遗

症的另一种征象——反思和投机，虽然发病

更晚，征象更具隐蔽性，依然可能带来更多

的贻害。

反思是对既往病情的梳理与审视，本非坏

事，怕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乱下虎狼药。这次世

界杯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对德国捧杯与巴西溃

败做无数的反思，试图总结出某些放之天下而

皆准的规律，比如青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

等。单就足球而言，德国和巴西本不是一回

事，德国人严谨、理性、讲究科学（这也是不十

分喜欢德国足球的原因，我觉得体育是充分展

现个人色彩魅力的艺术，过于严谨的团队作风

对于体育的美感有时可能是一种伤害），巴西

人奔放、充满想象力，你的经验拿到我这儿未

必就合适。足球归根到底也是由人才特别是

天才主宰的艺术，而天才是很难经过培养来诞

生的。巴西的失利是由于这些年缺乏天才球

员的涌现，让斯科拉里不得不做无米之炊；德

国则恰恰有一批通过2000年后完善的青训体

系诞生的青年才俊，仅此而已。前些年西班牙

的华丽足球风靡世界，我们也把它归于以拉玛

西亚青训营为代表的西班牙青训体系的成

功。拉玛西亚今犹在，随着那一批天才球员韶

华老去，西班牙不也在这届世界杯上折戟沉沙

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江山代有才人出，赶上一

拨人才大年，你自然就强了。

比这些更要命的是带有投机性质的反思，

比如“为什么我们就去不了世界杯呢”的荒诞

想法。一位喜爱音乐的朋友在朋友圈里发了

个消息，著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去世，感慨

说，又一大师凋零！我和他有类似的感受，真

正的古典音乐大师越来越少了，因为产生大师

的土壤越来越贫瘠了，这也是现实的无奈。联

想那种荒诞的反思，就是脱离了人才土壤贫瘠

的现实，试图通过表面化的反思和学习就能脱

胎换骨，一副“和尚摸得，我凭什么摸不得”的

心理，很难给自身带来真正的进步。

心理学上有所谓“狄德罗效应”，经济学

也有与其类似的“鸟笼定律”，指的是人们在

拥有了一件新的物品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

应的物品，以达到心理上平衡的现象。我担

心中国足球也会这样，面对相对遥远的世界

杯舞台，就像狄德罗拥有一件精美睡袍后不

断更新家具的档次以便和睡袍相匹配，就像

卡尔森拥有一只鸟笼以后为了应对没完没

了的询问不得不养一只鸟那样，硬要把世界

杯当作一个与足球发展相匹配的标准，那可

就坏了。反过来看，世界杯是只金鸟笼，金

光灿烂的，真好；但也得是羽毛光鲜、歌喉婉

转才配得上那舞台。不能说巴西让人打了

个 7:1 呢，也不怎么样，别忘了，这支巴西队

在友谊赛中还踢过你 8:0呢！

当然，咱可以剑走偏锋。养鸟一时难以

速成，能不能同时改门手艺，咱也学着编一

个笼子？真要那样，自家的笼子，什么都好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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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旭光

很多事情，如果想到了，

想好了，就赶紧去做。只有做

了，才有“没有不可能”

很多事情，如果想到了，

想好了，就赶紧去做。只有做

了，才有“没有不可能”

只有让用人单位觉得

违法成本太高，才能改变

社保缴费“缺斤短两”的坏

习惯

□ 何不器

罚就罚痛它

只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充

分融入市场、融入社会、融入生

活，才是根本出路

近日，沾化渔鼓戏剧团排演的渔鼓戏郑

板桥系列剧连续第三次获得全国小戏最高

奖。古老的渔鼓戏湮没近 50 年后重焕青春，

有些出人意料。

渔鼓戏当年濒临消亡，与群众不断变化

的审美趋向脱节不无关系，那么缘何又在经

济社会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受到各方青睐

呢？科学处理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

与创新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依靠

政府的政策和投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让

一些群众喜欢的传统戏曲去接受市场风雨

的考验和历炼，充分融入市场、融入社会、融

入生活，才是根本出路。

那么，怎样才能融入市场呢？

以沾化渔鼓戏剧团为例。据了解，发掘

整理渔鼓戏的过程异常艰苦，挖掘整理人员

从剧本到板式、唱腔，对渔鼓戏进行了大量的

文字和音像资料记录。并且，完全按照原剧

形态，“翻排”了《度林英》等数出渔鼓戏原生

态剧，在充分继承中体味渔鼓戏的艺术特色，

把握渔鼓戏在体现地方特色文化上的精髓。

然而，人们在整理与“翻唱”渔鼓戏中，逐

渐发现渔鼓戏原有的“三句一扣”的音乐体

制，过于平缓，少有起伏，已经不能与现代人

的生活节奏与审美需求合拍，更无法走向更

加广阔的市场。于是，他们在有关专家的指

导下，结合观众意见，在继承渔鼓戏高亢、古

朴特色的基础上，柔和当地船号形成了“一人

唱众人合，领合呼应”及“帮、打、唱”三位一体

的演唱形式，领、伴唱结合的形式使整个唱腔

丰富多彩，演唱起来此起彼伏、跳跃跌宕，非

常明快，同时，以乡音土语化雅为俗，吐字清

晰、润腔自如、流畅上口、别有浓趣。

为改变传统表演“多粗少细”、“多拙少

巧”的状况，他们根据剧情和人物需要，在原

表演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剧种及现代舞蹈

语汇之精华，创试了渔鼓舞蹈、渔鼓说唱等

新的表演形式，深受群众喜爱。

其实，群众是否喜爱是一种民间艺术能

否走向市场、有没有市场竞争力的“晴雨

表”。我觉得，一个原本要瘫痪的地方艺术团

体能够获得新生，最重要原因正是在于他们

在继承中融入创新，在创新中完善继承。继

承就要充分体现沾化渔鼓戏自身特点，保持

沾化渔鼓戏原有的传统特色风貌，创新就要

在时代文化背景下和沾化渔鼓戏本体下，通

过创新融进新的元素，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体

现新的时代气息，适应新形势下群众文化审

美需求，让群众来缔造传统戏曲发展的今日

辉煌。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在扔

掉或失去政府与外力扶持的“拐杖”后，仍然

能够稳健前行，并且步履越来越铿锵。

帮非遗丢掉拐杖

□ 杨国栋

一位总裁级的资深职业经理人与后辈

们畅谈职业历程：管理者常常说员工要有

“三心”，责任心、上进心、事业心；而相对应

来说，管理者应该有“三事”，就是能扛事、能

懂事、能成事。

“扛事”是说管理者遇到难题是否敢于

决策，对于问题是否敢于承担责任。“能不能

扛事儿”往往成为下属判断老板是否“合格”

的底线。

最近刚刚换工作的李先生提到，离开上

一家公司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老板不值得信

任：当另一位同事出现工作失误，受到外界质

疑的时候，老板选择让李先生成为“替罪羊”

与外界沟通，而老板自己则躲在暗处不出

面。这件事情发生后，李先生内心已经十分

确认这位领导是一个“不可跟”的人，不仅对

大方向不清晰，而且在团队出现问题的第一

时间让下属去背黑锅，这样的举措已经触及

了下属内心的底线，李先生从那次事件发生

之后就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这位

受人爱戴的总裁就曾经在经济危机业绩下滑

后，亲自代表业务集团向分销商“谢罪”的惨

痛经历，虽然面对失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

是这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懂事”，是了解员工诉求。所有的员工

对于管理者都有着相应的预期，期待管理者

能够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更实际地来说希

望管理者代表组织来满足自己对薪酬待遇方

面的需求。员工总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判断

出，自己的老板是不是一个“自私”的老板，到

底是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时常

为团队争取到好的资源，与团队寻求共赢。

很多企业都拥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以及

符合劳动法的员工关系操作流程，每一位新任

经理都会去学习如何合法用工，为公司规避风

险。但是更多时候，如果经理能够在日常管理

中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动向，就能够防患于未

然。前不久有企业员工离家出走，连续两周旷

工，公司在做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同时，也做

了报警处理。所幸员工没有出现人身安全问

题，否则企业要承担的责任和损失不堪设想。

最终员工选择了主动离职，但其失踪的根本原

因一直是个谜。回过头想，员工遇到的问题无

论是什么，都一定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日常工作中会有蛛丝马迹可循。一个善于

管理和观察的经理，一定不会在有突发状况的

时候毫无头绪。如果经理能够观察员工的动

向，把握员工的心理状态，了解员工在经济、职

业发展、生活等重大事项的实际诉求，就能够

预测一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当然，这要求管理

者具有倾听的能力。

“成事”就是管理者自身是否拥有卓越的

志向，让员工感觉到跟着领导在现有平台上

可以站得更高，走得更远。

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曾说，那些很多能

成事的人常常有三个最大的本事：第一，清楚

地知道办成这件事情因素，尤其核心因素关

键的人和关键的事，这叫判断能力；第二，看

清之后能制定一个较适用的方法，这叫策划

能力；第三，用最合适的人去实施这些方法，

这叫执行能力。

每个优秀的管理者，都有自己的“秘

方”；但产出共同的结果是，能够成就团队，

成就一番事业。而更多的管理者仍然在路

上，管理是一个不断学习和练习的过程，关

键时刻能“扛事”，日常管理能“懂事”，追求

卓越能“成事”，力做“三事”管理者，一定能

让自己和团队都更上一层楼。

信自己 你能行

能？还是不能？一直就是个问题。例

如，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敢不敢、能不能

在深海里游泳？洋人是不是真的比咱们厉

害？这，不尝试怎么知道？人的潜力很大，

要不断开发。敢想敢做，一切才有可能。

正所谓，无限可能在尝试，无尽风光在体

验。

2013 年初到泰国普吉岛时，我们曾乘

快艇游览过“天堂湾”。快艇刚进入海湾，

我们就发现一个“白人老外”在游泳，大家

情不自禁地一片惊呼：“哇噻，老外太牛

了”！待船一停，导游就对大家说，想游泳

的，换泳装下水，没把握的，穿救生衣，有把

握的可以不穿救生衣。“啊？我们也下去和

老外一样游泳？”同伴们不敢相信，这怎么

可能？大家犹豫着。尽管笔者已经有近三

年没游泳了，况且，如今“年事已高”，所以

有些纠结，但上个世纪 80 年代曾经在泳池

持续游五个小时形成的功力在思想里还没

有“余额不足”，所以壮壮胆子没穿救生衣

也下水了。开始确实有些忐忑，但游起来

后，也没有感觉到不行，再看看四周，同队

的团友有穿救生衣的，也有没穿救生衣的，

大家边游泳边交流，感觉那个“勇敢的老

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老外能做的，咱

们不是也能做吗？为什么事情还没有干先

要说自己不行老外行？”

事后细细回味，“海游”还游出不少体

会！在天堂湾游泳，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

和自信。

——人的潜力很大，要不断开发。因

为人的潜力很大，所以平时要尝试学习、练

习，了解一些原先我们不熟悉的东西，不断

开发自己的潜力。但非常遗憾，这些潜力

常常被本能的东西腐蚀掉了，例如，被习惯

所掩盖，被时间所吞噬，被惰性所消磨，被

拖延所耽误，被长期的不成功所击垮；被习

惯性无助所制约——失败的习惯、失败的

思维、失败的结果互为因果。一遇到困难，

或者做一件自己不熟悉的事情，自己或者

周围的人，常常拿那些可能曾经失败的案

例，也可能是道听途说的、凭空臆想的、随

意编造的不成功的例子来限制和吓唬自己

及他人。实际上，只要我们扎实工作，有好

多事情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关键是要

克服自己的一些习惯性的“不行”思维，克

服本能的懒惰和拖延。看到别人所为，不

能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行”，本能地总是

拖延。而是要敢于行动，同时也要善于行

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发自己的潜力。

敢想敢做，一切才有可能。很多事情，做不

到是因为想不到。很多事情，如果想到了，

想好了，就赶紧去做。只有做了，才有“没

有不可能”。

——老外能做到的，咱们也应该能做

到。大到卫星，小到日用品，咱们不都做到

了？实际上我们国人也不比别人差，只不

过是我们经常在好多事情上习惯了先吓唬

自己、没有自信而已，事儿还没干，就先下

定义了：不行。联想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国球乒乓球的成绩正处于低

谷，中国男队更是陷入了历史最低谷，从第

40 届多特蒙德世乒赛开始，连续三届无缘

男团冠军。1995 年 5 月在天津举办的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预赛阶段，当时的世界冠军

瑞典队队员在比赛中做任何一个动作，都

会引来中国乒乓球队男女队员的一片惊

呼！这种惊呼声，透着崇拜，透着无奈。当

时的教练非常恼火：“你们这种心态怎么可

能帮助中国乒乓球打翻身仗？怎么可能在

家门口超越对手？实际上这些动作你们都

能做出来。”或许教练的批评起到了作用，

队员静下心来想想，确实这些动作自己都

练过，都能做出来。慢慢消除了“恐瑞典”

心理以后，果真在天津世乒赛上，中国男队

惊险战胜了当时所向披靡的“瑞典队”，从

此开始了中国乒乓球的一个又一个辉煌。

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身仗固然与平时的科

学、艰苦训练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肯定

也与破除迷信、信任自己、不盲目崇拜“洋

人”，敢于挑战当时世界乒乓球界的老大瑞

典队有直接的关系。

——艺高和胆大是相互促进的。当

然，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平时积累的基础上，

所谓艺高才能胆大，艺高和胆大是相互促

进的。试想，如果你没有会游泳的基础，在

大洋深处的天堂湾游泳，你最好或者说你

必须穿上救生衣。艺多不压人。平时多些

储备，多读书，多运动，掌握一点技能，说不

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球队要取得优异的

成绩，也必须依靠平时训练的积累。咱们

追上发达国家，靠的也是实干。

前两天看新闻，说本月 20 日前，北

京市 2014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

截止。而就在申报的过程中，昌平社保

中心发布通知，要对职工社保缴费多数

为最低基数或同一基数的单位进行逐一

核查。昌平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发布该通知的本意，就是要提前告知单

位，对于瞒报、少报职工缴费基数的行为

要严查，督促用人单位能够主动自觉维

护职工的权益。

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每年社保部

门要对辖区内 20%至 30%的用人单位进

行实地稽核。但实际上，别说实地稽核

了，很多地方的社保部门连详细审核用

人单位申报的社保缴费基数都没有做

到。别说职工社保缴费多数为最低基数

或同一基数的单位，明显存在瞒报、少报

职工缴费基数的嫌疑，通过和税务、住房

公积金管理部门的数据交换，把社保缴

费基数和个税申报收入、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作对比，也会发现很多问题。更

不用说直接去企业查工资发放的会计凭

证和全员工资表了。

去年发布的《2012 中国企业社保白

皮书》调查显示，只有 31%的单位做到了

合规缴纳，而统一按最低基数缴纳的占

到近 1/3。其中，民营企业和 50 人以下

小规模企业尤为严重，合规缴纳占比不

到 20%。用人单位为了降低成本，而在

社保缴费基数上面瞒报少报虽是原因之

一，但社保部门变相姑息纵容，核查形同

虚设，显然也是社保缴费“缺斤短两”的

重要原因。如果真是每年对辖区内 20%

至 30%的用人单位进行实地稽核，几年

就应该全查完了，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单

位公然瞒报、少报职工缴费基数？就算

每年只查 2%至 3%的社保违法嫌疑单

位，也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社保缴费“缺斤

短两”现象。

昌平严查用人单位瞒报少报职工社

保缴费基数行为的做法值得肯定，其他

地方的社保部门也要尽到监管责任，别

尸位素餐，任由用人单位侵害职工的合

法权益。不能因为担心影响企业的投资

积极性，就拿职工的利益作交易，把默许

企业瞒报、少报职工缴费基数，当成是招

商引资的筹码。

一份通知起到的“震慑”作用毕竟有

限，“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相关部门可以责令限期缴纳或

者补足，并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逾期仍不缴纳的，可处欠缴数额 1 倍以

上 3 倍以下的罚款”的法律规定不能成

为摆设，只有让用人单位觉得违法成本

太高，瞒报、少报职工缴费基数得不偿

失，才能改变社保缴费“缺斤短两”的坏

习惯。

对各级社保部门，有关部门也要加

强考核和监督，以督促他们认真核查，别

走过场。个税、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等

信息也应实现有关政府部门内部联网查

询，资源共享的同时避免用人单位少报

职工收入，逃避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