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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成不

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

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

要做老百姓看得见、摸的着、得实惠

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

础、利长远的好事，既做显功，也要

做潜功。”这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哲

理，也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指明了

方向。

“潜功”“显功”皆有益，在治国理

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对孪生兄

弟，相生相伴，两者并不矛盾，不能对

立，不可偏废，既要看到两者的对立，

又要把握两者的统一。无论是“显

功”还是“潜功”，都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立竿见影的“显功”要做，利在

长远的“潜功”也必须跟上。

“显功”因为容易出“显绩”历来

被从政者所青睐。见效快、影响大的

工作固然要做，而且还要做好，但不

能为了“上位”“留名”而“有为”，去

盲目追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显

绩”，这有可能会使做“显功”偏离航

向 、背 离 宗 旨 ，让“ 显 绩 ”变 味 、变

质。要知道，任何真正的政绩都不可

能唾手可得，都需要艰苦的不懈奋斗

和长期的日积月累。习总书记在《之

江新语》中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石

穿”的思想理念，提倡“小火烧温水，

常烧不断火”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

告诫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贪一时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立足长远、科学谋

划、真抓实干、勇于担当，“以造福人

民为最大政绩，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美满”，一步一个脚印做下去，跳出

“表面上政绩显赫，实则难以为继、难

以善终”的怪圈，创造出了不起的大

政绩，真正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

验。

做“潜功”、重“潜绩”，把人民群

众的“好口碑”“好评价”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落脚点，既是践行“功成不必

有我”的大境界，也是“不要人夸颜色

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正确政绩观的

生动表达。“政贵有恒，治须有常”。

做“潜功”既需要遵循规律、着眼长远

的科学谋划，又要扑下身子、默默无

闻的奉献付出，还要一以贯之、持之

以恒的坚持到底。只要是有利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哪怕是一时见效慢、花费时间

长、投入精力大、工作亮点少，也要不

舍尺寸之功，不捐毫末之益，尽心尽

力谋事，甘愿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的“潜功”，发扬“用钉钉子精神”，一

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绘到底，抓

铁有痕、踏石留印地不懈奋斗，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就会“功成必

定有我”。

“显功”与“潜功”不可偏废，需要

正确的取舍平衡、有机统一，既不能

为了个人名利、好大喜功做“显功”求

“显绩”，也不能只见长远，不看脚下，

一味强调做“潜功”重“潜绩”而放着

眼前须为、当下可为的事业不管不

顾。“显功”和“潜功”如车之两轮、鸟

之双翼，双轮驱动、双翼齐展，才能交

出让人民满意的新时代答卷。

“显功”“潜功”皆有益 ■李文刚

近日，教育部针对全国人大代表

提出的“关于规范校园内网络投票的

建议”的答复中指出，将继续加强对

教育系统网络投票行为的管理，继续

督促互联网企业平台遵守相关管理

规则，坚决遏制借评选之名行营销之

实的不法行为，维护各类评选活动的

公正、公平原则。

曾几何时，人们通过网络投票评

先选优，因其方便、快速、干扰小等特

点，网络投票不失为与时俱进的选

择。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网

络投票虽有它参与的广泛性，能避免

人为干扰，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民

意，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譬如投票

者碍于对方的情面，往往在根本就不

了解评选活动内容的情况下，本着

“成人之美”的心理帮助对方投了

票。最主要的是有些人利用各种人

情关系拉来众多选票，抹杀公平，削

弱了评选原本的意义和价值。

在各式各样的网络投票中，有些

人想方设法拉票凑数：有“组织”投票

的；有花钱发动人投票的；有托关系找

朋友投票的；甚至有通过刷票软件重

复刷票的……结果可想而知，这种网

络投票根本不能代表最真实的民意。

这些变了味的“网络投票”，既然不能

真实、公平地反映其好坏，那么评优选

秀的效果也恐怕大打折扣了。

有些网络投票抽查民意不“着

调”。当下，有关部门利用网络投票抽

查的方式，调查公众对某项政策、某项

工作或某个群体的看法、观点和评价，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目前存在的一

个问题是，某项调查开始之前，总会有

一些工作人员向被调查者提前打招

呼。试想，这种调查有意义吗？其结

果可以作为决策者评价和参考的依据

吗？这样的网络投票调查变了调，最

后的结果有些不“着调”。原汁原味的

真正民意民调，应该是真实、客观、实

在、不掺假和没有水份的，这样才能较

为准确地体现民意和真实的社情。

泛滥的网络投票评比费时、费

力、费钱。隐身网络评比乱象背后，

不仅是不看里子的“面子工程”，更映

射出个别地方和某些人“好大喜功”

的作风。某些泛滥的网络评比会滋

生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变味的网络

评比之风当狠刹，别再让这些形式主

义噱头徒增基层负担，空耗人们的时

间和精力。

笔者认为，网络投票领域应从源

头上把关各类评比活动，通过技术手

段进一步完善相关投票程序，规范设

计更为合理的评选流程和规则，助推

网络评比回归正轨。只有这样，才能

切实有效地利用好网络资源，更好地

还原其正向的激励功能，网络投票活

动所产生的结果才不会与初衷背道

而驰。

如何让网络投票体现真实的民意 ■李细田

日前，媒体披露了中石化中原

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财务资产处制

度岗原业务员祝某因交友不慎而

导致自己的“朋友圈”变成“腐败

圈”的消息，祝某最终被判处有期

徒刑 8 年，处罚金 50 万元，违法所

得352.08万元依法予以追缴。

人生在世，不可没朋友。但

我们应该知道，像祝某这样的国

企高管掌握着公共权力，交友不

单纯是私事，而关乎的是能否公

正用权、廉洁从政，当须慎重。看

看祝某的“朋友圈”，她的“好朋

友”有企业负责人，也有帮助催收

工程款的“中间人”等等。她的

“花式”受贿，“温水煮青蛙”，慢

慢地她的“朋友圈”逐渐演变成为

“腐败圈”，交友不慎不仅把自己

送进了牢房，也败坏了党的形象。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

贤否，不可不慎也”。深入剖析祝

某的贪腐之路，我们不难发现，她

的蜕化变质，正是从交友不慎造

成“朋友圈”变质开始的。纵观一

些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他们中许

多人也是由于“朋友圈”不纯，被

“朋友”拉下了水。可见，净化“朋

友圈”，谨慎交友尤为重要，特别

是像祝某这样手握实权的党员干

部更要慎交友，谨防“朋友圈”异

化为“腐败圈”。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

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在晚清名臣

左宗棠的柳庄故居，有他题撰的

一副楹联：“慎交友勤耕读，笃根

本去浮华。”短短 12 个字体现的是

他谨慎交友、勤奋耕读、安于寒

素、力克浮华的家教思想。的确，

纯粹的“朋友圈”犹如俞伯牙与钟

子期之“高山流水”、廉颇与蔺相

如之“刎颈之交”……作为一名为

官从政者，就应当慎交友，净化自

己的“朋友圈”。要时刻保持清醒

的头脑，交“益友”，莫交“损友”，

牢记手中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干

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要处

处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做到择

善而交、择人而友，真正实现权为

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要时时坚持自律、自警、自省，

辨良莠、分好坏、认准人，交“君

子”、不交“小人”，常怀律己之心、

常修为政之德。唯有如此，方能净

化“朋友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君子之交淡如水”。在“朋

友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工作出

发，从事业出发，从党和人民的利

益出发，纯洁交友的动机。要坚

持人情之中有原则，交往当中有

政治，严格交友的底线，慎交友、

交好友，不断地净化自己的“朋友

圈”，把群众当朋友，视人民为亲

人，“亲君子，远小人”，结穷亲，解

民难，真心实意甘当群众的好朋

友、贴心人。

不要被“朋友”拉下水
■陈章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