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凡事都要下功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凡事都要下功夫>>

13位ISBN编号：9787112150182

10位ISBN编号：7112150183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周文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凡事都要下功夫>>

内容概要

《凡事都要下功夫:周文彰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实录(2012)》分党性教育、教学培训管理、文化管理、
社会管理及附录共五部分，记录了作者在2012年度创新性地从事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所思所想、所
作所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凡事都要下功夫；只要功夫到位，任何工作都能做得有声有色，达
到理想的效果。
《凡事都要下功夫:周文彰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实录(2012)》文笔朴实，寓理性于实践，以效果检验方
法，用创新推动工作，充满了新思想、新论断、新创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凡事都要下功夫>>

作者简介

周文彰，笔名弘陶。
1953年8月生，江苏宝应县人，哲学博士。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协会副主席。
主要著作：《狡黠的心灵——主体认识图式概论》（1990）《从历史走向现实——周文彰哲学文集》
（1995）《绿岛傻想》（1994）《特区导论》（1997）《并非傻想》（2002）《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
必须是好人》（2011）《总想有新意》（2011）《再造生活——书法价值的当代体验》（2011）《效
果是硬道理》（2012）主要译著：《康德》（1989），《理由与求知》（1990）《当代认识论导论》
（1990）主编著作：《当代国际惯例丛书》，《海南历史文化大系》，《书法研究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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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先说几句 第一部分 党性教育 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为政不移公仆之心 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以勇气和智慧推
进改革 树立自觉的创新意识 功课在基层 履职能力强的市长是市民的福分 保持思想纯洁 管好食品 真心
关爱农村 慎独 核心是服务 慎微 保持蓬勃朝气 好好尽职 言行要一致 干实事 下功夫 齐心建设美丽中国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内化为大脑软件 带头践行核心价值观 第二部分 教学培训管理 办
好县级行政学校 回答好关系培训质量的四个问题 打造国家行政学院教学培训特色 有特色高水平地办
好学院杂志 注重科研管理工作创新 办好国家行政学院首届科学报告会 争分夺秒学英语 你们的成功是
自然的 高水平地展示PPT 课件制作值得花功夫 如何上好一堂课 国防大学观摩课的示范意义 我们应该
这样学习 全系统要突出抓好教材体系建设 写在行政学院培训用书出版之际 学员管理的核心是学风管
理 把“有特色高水平”作为工作标杆 端正学风——与博士研究生们谈心 扣住教学培训的十二个环节 
谈谈学院的教材体系建设 系统推进整体提高 讲课要追求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学习和友谊之旅 第
三部分 文化管理 做好政府文化管理的教学科研咨询工作 文化的出路就是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文化的价
值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漫谈文化（节选） 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落地”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十个断
想 多从文化上寻找经济转型升级之路 文化：民族的根家力福 用企业文化引领企业发展 加强机关文化
建设 用书画营造和提升高校人文气息 书法之花需要政府辛勤浇灌 第四部分 社会管理 推进城市化进程
中社会管理的教学科研咨询工作 告别绿化形式主义 发展蓝色经济要探索和敬畏海洋 最重要的创新是
创新环境的创新 什么是国际人才 千方百计帮民富为民想 创新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企业应当处理好六大
关系 第五部分 附录 再造生活——书法当代价值的亲身体验 我的诗缘源于书缘——《周文彰诗选》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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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每一个调训班结业式上，由我代表国家行政学院，给学员们送“一句话礼物”，自2009
年12月以来，已经坚持两年半了，迄今共送出“一句话礼物”60份，每份礼品题目不同，但都是同一
思想主题：党性教育和公仆意识教育。
 今天，送给你们的“一句话礼物”是两个字：“慎微”。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大人和大孩子们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意思是说，衣服、鞋子、袜子一旦出现小洞，如果不及时修补好，很快就会变成大洞。
这句俗语提醒人们：要重视小洞；小洞要及时修补。
 “文化大革命”听传达文件，我学到一句话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听后感到十分亲切，它与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可算是异曲同工，虽然要更加深刻。
我心想，基层百姓和高层政治家从各自生活经历中悟出了一样的道理。
 后来，书读多了，此类名言警句也越看越多。
比如：“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毋以恶小而为之，毋以善小而不为”、“不虑于微，始成大
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等。
 所有这些说法，均意在提醒人们两个字：“慎微”。
慎微，是我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提倡的道德修养要求和道德修养方法。
既被很多家庭列入家训，用以教儿育女，也成为官员道德修养信条，要求官员从“慎微”开始，严于
律己。
 慎微是说，对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小节、小处，要谨慎，要慎重，要高度重视，要妥帖处置，否则
，小事会酿成大麻烦，小节会变成大问题，小过会化为大错误，后果十分严重。
 这是古人总结无数人生经历而得出的至理，也是被今人一再验证了的天则。
 慎微本身所固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使它很快被引申用于处理人际关系和日常事务的原则。
它提醒人们：不拘小节，可能影响大局；不把问题处理在苗头，可能酿成大乱。
例如，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外商来洽谈旅游合作，因当地合作伙伴以野生动物招待而兴趣全无，外
国同行来考察药品生产项目，由于当地陪同官员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而打道回府；一位官员随口一句话
引来媒体围攻⋯⋯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做工作，都不要忽视不起眼的小事或细节
。
小事可以坏大事，细节可能毁全盘。
 慎微还被人们扩展为，行善积德、为民造福，不要小看小事。
“道自微而生”，小事连民心。
行善积德，要从小事做起，靠点滴积累。
为民造福，要从百姓关切的民生小事做起，要从吃水、行路、上学、看病、食品安全等方面，一件一
件抓起。
所谓“毋以善小而不为”（诸葛亮），“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荀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慎微的这些引申和扩展，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希望能得到各位学员的重视，最好能够举一反
三，作出更多的引申和扩展，既要抓大事，也要重小事，既要谋大局，也要虑细节。
但我今天更想强调慎微作为道德修养的价值和意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凡事都要下功夫>>

编辑推荐

《凡事都要下功夫:周文彰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实录(2012)》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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