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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 一 度 秋 风 劲

——谈 谈 规 律

气温 仍 然 是36° C，小刘满 头
大汗 ，咧 着 嘴 拼命搪 扇 子 ，嘴里还
叨唠着：“要 是这 么 热下去 ，我 可
活不 了 啦！”小张拍拍 他 的 肩 膀
说：“现在 已经 八月 中 旬了 ，再热不
了几天 了 ，人常说 ‘一年一度秋风
劲’嘛！”小刘这 才清醒 过 来 ：盛
夏过后必 有清秋 ；暑热在前 ，后随
秋风 。

秋还未到 ，为 什 么 小张就知道
秋要 来 ，而且一定 要来 ？这 是 因 为
他懂得 自 然 现 象 的 发 展变化 是有规
律的 。

什么 叫 规 律？通俗地说 ，就是
自然 现 象 或 社会现 象 按一定 的 排列
顺序 不 断反 复 出 现的 一种情 况。例
如一 年 四季 的 依次更替 ，白 日 黑 夜
的不 断 循 环 ，社 会 历 史 发 展过程 中
的新 的 生 产 力 产 生 新 的生产关 系 ，
新的 生产 关 系 和 生 产 力 的 结 合 产生
新的经 济 基 础 ，新 的 经 济基础 要 求
产生 新 的 上 层建 筑……都 是 规 律 的
表现 。

世界 上一切 事 物 都处 在 运 动 、
发展 和 变 化 之 中 ，但 是 ，运 动 、发
展、变 化 并 不 是 混 乱 地 、任 意 地进
行的 ，一 切 事 物 本 身 的 发 展 变 化 和
运动 都 是 有一定 规 律 的 ，只 不 过有
的事 物 的 运 动 规 律 比较 简 单 ，很容
易被 人 们 认 识 和 把 握 ，而有 的 事物
的运 动 规 律则 比较 复 杂 ，要运用 较
为复 杂 的 认 识手段 和 思 维方式 才 能
认识 和 把 握 罢 了 。

事物 的 规 律是 事 物 本 身 发 展 变
化的 特 征 ，这 种 特 征 是 事 物 自 己 固

有的 ，而不 是外加上 的 ，也 不服从 某种
神秘的 目 的 。所 以 ，几 是规律 都 是客
观的 ，规律也 就是客观的规律。正 因
为规律是 客 观 的 ，所 以 ，它 是 不 以 人 的
主观愿 望 为 转 移 的 。聪 明 的人 ，就是
懂得客 观规律不 以 人 的 主 观愿望 为 转
移的人。我 们只 有服从客 观规 律 ，掌
握客 观 规 律 ，才 能 科 学地预见未来 ，
明确地估 计发展 和 形势 ，从 而使我们
的思想和 行 为 消 除 盲 目性和 主 观性 。
当然 ，我 们 要 认 识 和把 握规律 ，有一
个实践 过程 ，经 过实 践——失败——
再实践——再失败——直至胜利 的艰
苦历 程 。

我们 强 调规 律 的 客 观 性 ，要 求人
们在 想 问 题 、办事 情 时一定要尊重 客
观规律。但 是 ，人在客 观规律面 前 并
不是 无 所作 为 的奴 隶 ，人们 能 够认识
客观规律 ，把 握 客观 规 律 ，并 利 用
它们 来 为 人 的 实践 活 动服务。我 们知
道水 往 低 处 流 的 道 理 ，因 而 我 们 决
不会 修 一 条 水 源 在下 的朝 天渠 ，但 是
我们 可 以 利 用 水泵 的 离与心 抽水原理将
水从 低处抽 到 高处 ，实现 “水 往高处
流”。我 们 知 道 夏 天 不 会 下 雪 、结
冰，但 我 们 可 以 利 用 冷冻 设备 在夏 天
制造 出 人 造 冰 、雪 糕 、冰 棍 、冰 激凌
等等 。

总之 ，我 们 一定 要懂得事物 的 客
观规 律 性 是 不 可 改 变
的。同 时 ，我 们 也 要懂
得人们 应 该 学会 认 识 规
律、掌 握 规律 ，让它 们
来为 人类 造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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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 做 读 书 笔 记

谢长 达

学会 做 读 书 笔 记 ，
对于 自 学 是 很 重要 的 。

笔记 的形 式 主 要 有 ：
标记 ：就 是在所 读

的书 上 做 记 号、加 圈 点
和划 线 。通 过 不 同 标
记，便 于 掌 握 书 中 主要
内容 ，便于 阅 读 。

眉批 ：在 书眉 上 写上
简要 精 当 的心 得评 语 、
疑问 等 。常 写眉批能 使
你深刻 钻 研 ，达到 “鞭
辟入 里 ”的 作 用 ，并 能锻
炼你 的文字表 达能 力 。

提纲 ：将整本 书 的
内容要 点 ，用 简 括 的语
句、依 次记 到 笔 记 本
上。它 的 好处是便于 掌
握书 的脉络 与 要 点 ，弄
清总 的 指 导思 想和 每 章
节的 要 点 所在 。

摘要 ：把 读 过 的 书
里的 要 点 、资 料摘 录下
来。摘 要 既 可 以 写 在笔
记本 上 ，也 可 以 做 成摘
要卡，分 类 整 理 ，以 备
查找 。摘 要 从文 字 、数

据到 标点 符 号 ，均应 与
原文 相 符 ，否 则就 有 可
能背 离 原 意 ，降 低 摘 要
的价 值 。

札记 ：就 是 读 书 感
想、学 习 心 得 。主 要 是
自己 的 见 解 的 表 述 ，对
书中 的 观 点 赞 成 或 反
对、发 挥 或 批 判 。

此外 ，创 造 性 思 维
的思 想 火 花 ，科 学 观 察

和实 验 的 情 况 等 ，都应
该马 上 用 笔 记 的形 式 记
下来 ，不 然 就 会 忘 掉 。
气象 学 家 竺 可 桢 几十年
坚持观 察 记 录 物 候 现
象，直 到 临 终 前一 天 ，
他还 在 病 床 上作 了 最后
一次 笔 记 。爱 因 斯 坦连
出外作 客 时也 随 身 带 着
笔记 本 ，以 便将 瞬 息 即
逝的 新 想 法 、新 概 念 的
灵感 捉 住 。所 以 有 人
说，科 学 发 现 的 最 早 文
字记 载 不 是 在 出 版 物
上，而 是 在个人 的 笔 记
中。

学风 十 戒

戒满 ，满 则 无 求 。
满足 已 有成 就 ，就 会 削
弱求知 欲 和 上进心 。

戒骄 ，骄 则无 知 。
骄傲 自 大 ，难 知 真 理 。

戒惰 ，情 则 无 进 。
怕苦、怕 难 、怕 烦 ，自
然难 有 长进 。

戒浮 ，浮则 不 深 。
停在表 面 ，不 求 深入 ，
似懂 非懂 ，自 欺 欺人 。

戒躁 ，躁 则 无得 。
坐不 下来 ，钻 不 下 去 ，
只会毫 无 所得 。

戒急 ，急 则 不 达 。

想一 口 吃 成 个胖 子 ，必
受规律 惩 罚 。

戒粗 ，粗则 易 错 。
粗心 大 意 ，必 然 错 误 百
出。

戒袭 ，袭 则 无 创 。
不独 立 思 考 ，何 能 创
新？

戒奇 ，奇 则常 谬 。
猎奇 逐 怪 ，哗众取 宠 ，
无真才 实 学 ，必 自 误
误人 。

戒名 ，名 则 难 实 。
追名 逐利 ，必 然 学 问 不
坚实 ，品 德 不老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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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有所 “事”日 有所梦 史力 驰

企业
管理
讲座

工业 企 业 的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袁华

企业 的建 设 ，需 要
现代 科学技术 ，需要建
立在 自 然 规律 和 经济 规
律基 础 上 的 先 进 的 管 理
制度 和 管 理 方 法 。然 而 ，如 果 没有 强 有 力
的思 想 政 治 工 作 ，把共产 主 义 思 想 体 系
贯注 于 职 工 队伍 之 中 ，最 大 限 度 地 激
发广 大 职 工 的 社 会 主 义 积 极 性 ，那 么 ，
不仅企 业的社 会 主 义性 质 和 社 会 主 义方
向失 去 了 保 证 ，党 的 路 线 、方 针 和 政 策 不
能贯 彻 落 实 ，就 是 先 进 的 技 术 、先 进 的 管
理制度和 先 进 的 管 理 方 法 也 难 以 奏 效 。

一贯 坚 持 并 善 于 做 思 想 政 治 工作 ，
是我 们 党 的 优 良 传 统 。党 的 十 一届 三 中
全会 确 定 把 党 的 工 作 重 点 转 移 到 社 会 主
义现 代 化 建 设 上来 ，这 非 但不 意 味 着 思
想政 治 工作 可 有 可 无 ，相 反 ，给思想政
治工作 捍 出 了 新任 务。新 时期 ，时 代 新
了，任 务 新 了 ，思 想 政 治 工作也必 须 适

应新 情 况 。工 业 企 业 是 工 人阶 级 集 中 的
地方 。工 人阶 级 政 治 觉 悟 高 不 高 ，组
织纪 律 性强 不 强 ，本 职 业务 是 否 熟 练精
通，对现 代 科 学技术 是 否 掌 握 ，决 定 着
现代 化 建 设 的 成败。而这 恰 恰需 要 积极
有效 的 思想 政 治 工 作 去 保证 。

思想 政 治 工作 的 对 象 是人 ，做 的 是
转变 人 的 思 想 、观 点 和 立场 的 工作。存
在决 定 意 识 ，社 会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等
方面 的 发 展 变 化 ，都 要 对人 的 思 想 产生
深刻 的 影 响 。因 而 ，不 同 经 历 和处 境 的

人，有 不 同 的 思 想 和 问
题，不能 用 一种模 式 去
解决一 切人 的 思 想 问
题。就 拿 现在 企 业 的 职

工情 况 来 说 ，青工 约 占 三分 之二 ，在生产
第一 线 ，多 数 已 成 为 主 力 和 骨 干。他们 是

“ 生在 困 难 时 期 ，长在 动 乱 时 期 ，就业在调
整时 期”，这必 然 对 他 们 的 世界 观产生 一
定的影 响 。这 就需 要有 针 对性 地对他 们 进
行爱 国 主义 、集 体 主义 、社 会主义 、共产
主义教育 ：使 他们 对社 会主义制 度 的 优越
性充满 信心 ，对党 的领导 充 满信心 ，对马
克思 主义充满 信心 ，对我 国 由 穷 变富 、必
将成 为 世 界 第 一 流 的 现 代 化 强 国 充 满 信
心；增 强 他们 做一 名 伟 大 的 社 会 主义 中 国
公民 的 自 豪感 ，做 中 国 工人阶 级 光荣一员
的自 豪感 ，做现代 化 建 设主力 军 的 自 豪
感。显然 ，没有 这种 精 神 状态 ，企 业 的生
产和经营是 搞不好 的 。

毛泽东 同 志 说：“政 治 工作 是一 切经
济工作 的生命 线。”这个论 断形象地概 括
了思想政 治 工作在经济工作 中 的 重 要地位
和作用 。在现代 化 建设 的 新时 期 ，我们应
当继 承 和 发 扬 我 党 的 优 良传统 ，彻底清除

“左”的 错误影 响 ，努力 探索
新时 期职工思 想政 治工作 的规
律，改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的
内容 和方法 ，开创 企业思想政
治土作 的新局面。

《 寻 求 幸 福 》是 好 书

杨郁 同 志 翻 译的 五十年代 苏 联 爱 情 小 说 选
《 寻 求 幸 福 》撷取 日 常生 活 中 发 生 的 青 年男 女 恋
爱、婚姻 、家 庭 的 故事 ，让 读 者 去 深 深 思 考 有关
的种种 问 题 ：什 么 是 真 正 的爱 情？它 的 基 础 是什
么？怎 样 区 别爱 情 与友谊？当 爱 情 遇 到不 测 和心
灵遭 受创伤时 ，又 怎样对待？小说 向 我们 揭示 了
爱情 的 道德力 量 ，对我 国的广大青年读 者 ，无疑
会有一定 的启 迪 。　（小 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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