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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 得一则故事，说的是 美国知

名主持人林克莱特问一名小朋友长大

后想要做什么，小朋友天真地回 答：

“我要当飞机的驾驶员！”林克莱特接

着问 ：“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

平洋上空所有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

办？”小朋友想了想说 ：“我会先告诉

坐在飞机上的人绑好安全带，然后我

挂上我的降 落伞跳出去。”当在现 场

的观众 笑得东倒西歪时，林克莱特继

续注视 这孩子，认真地问他 为什么要

这么做，小孩的答案透露出一个孩子

真挚的想法 ：“我去拿燃料，我还要回

来！！”

由这则故事，笔者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自觉不

自觉地犯下那些观众自以 为是的错误。作为财政干部，我们

要时刻提 醒自己 ：你真的听懂别人的话了吗？你是不是也习

惯性地用自己的权威打断别人的话语？

倾听是一门艺术，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责任。财政干

部要学会倾听。

对基层的呼声要多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 是民间疾

苦声”。各级 财政干部只有真正 深入基层，多听听老百姓的

真实呼声，才能更加 深入全面地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与需求，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服务于群众，为他们解难事、办实

事、做好事。

对不同的意见要常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财政部

门的职责决定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策、每一项安排都关

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只有广泛听取意见，集众思、汇众

智，才能真正 为人民管好家、理好财，才能使国家财政资金

发挥最大的效用，集中有限的财力办最要紧的事，真正做到

“好钢用在刀刃上”。

对中肯的批评要爱听。“忠言逆耳利于行”。作为财政干

部如果听惯了“甜言蜜语”，听不进批评，听不得“忠言”，就

有可能在工作中出现偏差而得不到及时纠正，就有可能在

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一旦 出了事，后悔莫及。

对前沿的信息要勤听。“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现

在是信息时代，各种新政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作

为财政干部要不断地更新信息储备，改善知 识结构。除了多

看多思外，还得勤听。要勤听新颖的观点、创新的理念。对

各种新政策、新情况、新问题都了然于胸，才能提出符合实

际的建议，做 出符合实情的决策，才能与时俱进地做好财

政工作。

（作者单位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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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读书是一种享受。它

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必需、成为我精神

的伴侣。一日不读书，还真有些“惶惶

不可终日”。

我的业余时间大都是在读书中

度过的。前苏联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

林 斯 基曾经 说 过 ：“ 要 天 天 看 书，

终 生以 书籍为友，这 是一天也 不 断

流的 潺潺 小溪，它充 实着思 想的 河

流。”工 作之 余，或是夜 深 人静 时，

拥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在手中，仔 细

品 味 享受着书中的每一个 情节，哪

怕是一句话，有时也会 觉得哲理 无

穷，视为至宝。因为我品 出的是书中的精华，喜欢的是与

一位 位 智者的灵魂 和思 想对话。正 所 谓“精妙 处，忍不

住 击节叫好 ；伤 感处，止不 住 泪眼 模 糊；激愤处，耐不

住拍案 而起 ；谐趣处，憋不住哑 然失笑”。“捧着一本好

书，就像握 着一根 净化 心灵的魔术棒”，那种心灵的享

受和愉悦 是 无 法用笔墨来描述的，人生境界也更上了一

层楼。

作为一名财政干部，因工作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财经书

刊摆在了我的案头。这类书刊虽大多不很赏心悦目，但我也

常能读得会心会意。除此外我仍 常挤出时间光顾 书亭，留

恋书店，仔 细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报刊，力求自己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业余时间，也喜欢写些文字，宣传财政政策

和财政改革的实践成果，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因

为我坚信，热爱读书的人，知识不会老化，善于读书的人，

才思不会枯竭。

读书，能矫正 我们因忙忙碌碌而迷失的方向；读书，能

开启我们因故而遮掩了的心扉；读书，能使我们远离浮躁与

平庸；读书，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精彩与亮丽！

（作者单位 ：山东省泰安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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