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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算账账””破破难难题题

■■李辉

“11 月咱队计划掘进 201 米， 实际完
成 223.1 米，超进尺 22.1 米。 工长，那这
个月就有增量分红吧？ ”“必须有！ ”

这段对话中的工长名叫张军瑞，是山
西长治漳村矿综掘二队（以下简称“综掘
二队”）生产一工段工长。 去年 11 月，张军
瑞所在班组掘进 66 排， 累计掘进超 3.9
米。 因当月作业期间瓦斯高、煤墙松软、
地质构造复杂等不可抗力因素过多，一
工段在 3 个生产班中超进尺最少，精益

分仅有 10250 分，分红 8727 元。 不言而
喻 ，超进尺越多的班组 ，获得的分红奖
励就越多。

增量分红是漳村矿通过 “班组合伙
人”机制， 在队组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
按照“定、控、算、改”开展班组生产任务
核算工作， 并签订作业承包责任书的一
种绩效奖励方式。 其中，超出计划产生
的效益由煤矿拨出专项资金进行奖励。

漳村矿是潞安集团“班组合伙人”机

制的试点， 综掘二队又是漳村矿增量分
红的首批试点。 没有前车之鉴，分红奖励
如何分配？哪些人可以得到奖励？难题摆
在了综掘二队面前。

综合考量后，综掘二队决定让直接产
生生产效益的生产班组拿大头， 占分红
比例 65%，剩下的检修班组、辅助工段、
活动激励占比依次为 15%、10%、10% 。
“通过比进尺 、比正规循环率 、比工效 、
比额外消耗等，最后综合各项指标进行
排名，用良性竞争促进班组产生增量效
益，到月底进行增量分红。 运行数月来，
效果十分明显。 ”综掘二队队长丁磊说。

为了激活每个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
综掘二队结合 “班组合伙人” 和队组实
际，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修正，将队组
权力下放至各工段班组长， 班组长可以
根据工作难易度、辛苦度、技术性等多项
指标， 对每个人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精

益分等分数的分配。 也有班组长主动放
弃高系数， 将自己多得的精益分分摊给
工人。 但不论哪种方法，都是为了确保安
全，促进生产，更体现出班组长权力的灵
活性和自主性。

班组分值都是日清日结，并由队组最
后把关，每个人的分红因出勤率、工作技
术各异而有所不同， 形成了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激励机制。 队组
和班组、班组与员工之间也因此构建起
市场运行管理和评价体系 ，打破了 “大
锅饭”现象。

不过， 漳村矿生产队组的地面人员
因为不生产，就没有精益分，因此不参与
增量分红。 但为了政策公平、制度合理，
漳村矿专门开设了员工讲精益活动，无
论井下员工还是地面员工，只要有好点
子 、好经验 、好方法 ，对安全 、生产 、经
营、管理、创新有提升和帮助，一样能得

精益分。
最终，漳村矿用精益理念指导“算账”

文化， 从总预算到总工期再到总费用，
进而分解到生产 、通风 、排水等具体业
务板块 ，再由职工分区承包负责 ，实现
了明确责任、义务细化、层层落实、件件
到人。 同时，利用算账牌板，公示每旬、
每月的工作完成情况， 用最直观的方式
解读工作、反映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提
升了工作效率。

漳村矿通过大账小账一起盘， 盘清
了账目；制度流程一起上，明确了责任；
横向纵向一起找 ，找出了差距 ；物质精
神一起用 ，激发了干劲 ；方法效果一起
要，强化了执行；当前长远一起增，增添
了效益。 靠具体实践，用数字说话，以结
果论 “英雄 ”，漳村矿通过 “算账 ”破难
题， 为企业转型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
（作者供职于山西潞安化工集团漳村煤矿）

■■陈赫

“微雨众卉新， 一雷惊蛰始，田
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是惊蛰。

惊蛰在农历每年二月初一前
后，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
中冬眠的动物，标志着仲春时节开始。

惊蛰曾被称为启蛰，在汉景帝
以前的文献中 ， 有关惊蛰的表述
都是启蛰。 《左传·桓公五年》曾写
到：“凡祀，启蛰而郊 。 ”意指凡是
祭祀 ，启蛰时举行郊祭 ，郊天之礼
是周代最隆重的祭典 ， 祭祀天地
日月，皇帝亲自参加。 成书于战国
时期 、 我国最早的传统农事历书
《夏小正》也记载：“正月启蛰，言发
蛰也。 ”

启蛰在汉景帝时被改称为惊
蛰。 因汉景帝名为刘启，为避名讳，
便将“启”改为意思相近的“惊”。 这
一点在南 宋 经 史 学 者 王 应 麟 的
《困学纪闻》中有所记载 ：“改启为
惊，盖避景帝讳。 ”

这次改名还引发了中国节气史上
的一次巨变， 节气顺序有了很大调
整。汉景帝之前为“立春、启蛰、雨水、
春分、谷雨、清明”，汉景帝之后为“立
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唐宋时期 ， “启 ” 字的避讳已
没有必要 ，启蛰又重新被使用 ，不
少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现其身影 。
如柳宗元 《非国语·不藉 》：“启蛰
也得其耕 ，时雨也得其种 。 ”南宋
曹彦约 《惊蛰后雪作未已阴之湖
庄》：“启蛰候虫犹自闭 ，向阳梅子
自能酸。 ”

启蛰一词的使用， 一直持续到
唐开元年间。 由于人们长期的用语
习惯，著名僧人一行编《大衍历》时，
再次使用了惊蛰一词，并沿用至今。

惊蛰在历史上沿袭千年， 也有
众多习俗流传下来， 比如祭白虎化
解是非。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
之神， 每年都会在惊蛰这天出来兴
风作浪，人们为自保，便在这天以猪
血、生猪肉祭祀白虎。另外，古人想
象雷神一手持锤， 手连击天鼓，人
类也要顺应天时，利用这个时机来
蒙鼓皮。

“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
蛰各潜骇 ，草木纵横舒 。 ”惊蛰时
节，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春耕
大忙季节， 万物进入灵动时分，一
年的希望正由此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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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书书贵贵有有思思

漫漫话话惊惊蛰蛰

■■程新兵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在国内再次掀
起全民运动热潮， 人们热
衷现代竞技体育的同时，
也纷纷关注起中国传统体
育项目。 事实上，我国古代
虽无体育一词，但却拥有丰
富多彩、 充满娱乐性和趣

味性的体育活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与赛事，多与军事训练相

关。 孔子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
射、 御是源自骑马驾车打仗的体育运动。 早在
3000 年前的西周时期， 就产生了最早的体育奖
杯，即周王赏赐给射箭冠军柞伯的“柞伯簋”，称
得上是奖杯鼻祖。

击剑是中国古人最熟悉的体育项目， 佩戴刀
剑行走江湖，是古代游士的标配。 古人痴迷名剑，
传世诸多名剑，比如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等。
佩剑、练剑、击剑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后汉
书·马廖传》记载：“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 ”此

后，一种对抗性的击剑比赛日渐盛行，例如曹丕
在《典论》中就曾记载过他与邓展的一次剑术比
赛。 唐代时，舞剑之风盛行，杜甫在《观公孙大娘
弟子舞剑器行》中用“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
动四方”描述了公孙大娘舞剑的绝技。 只不过，中
国古代击剑一直朝着自卫、健身、杂技表演等方
面发展，并未演变成现代击剑运动。

蹴鞠起源于齐国都城临淄， 齐宣王在位时期
已经盛行。 汉代，蹴鞠被视为治国习武之道，出
现了研究蹴鞠运动的专著 《蹴鞠二十五篇》，这
是世界上最早的体育著作。

汉高祖刘邦不但爱踢球， 还专门在宫苑建造
了 “鞠域”。 汉武帝刘彻将蹴鞠列为军事训练科
目，以提高将帅的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同时训
练士兵、考察兵将体质。到了唐代，蹴鞠的制作
工艺和运动技术都有了很大改进，球变得更圆、
更轻，充气技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 后来，
宋代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 清代开始流
行冰上蹴鞠。

跑步是现代社会最普及的健身方式，也是竞技
体育的常设项目。在中国古代，跑步引入竞技体育
的最早雏形来自于步兵，因为古时作战 ，要求步
卒必须具备长跑能力， 当年周成王就用赏赐奴
隶来激励步兵坚持长跑。 到了汉代，出现了职业
跟随马车跑步的“伍伯 ”，其基本技能就是要能

跟上马车的行进速度。 元代则出现了名为“贵由
赤”（蒙古语，意为快行者）的专项跑赛事，距离约
85 公里，比赛全程大约 ６ 小时。

捶丸来源于唐代的步打球， 与现代曲棍球十
分相似。 但到了宋朝，步打球由对抗性竞赛逐渐
演变为非对抗性比赛，改名为捶丸。 《丸经》记载，
捶丸是在空旷地上画一球基，离球基七步至百步
做一定数目的球窝，旁树彩旗，用棒从球基击球
入窝，以用棒数少或得穴数多的一方为胜者。 从
所记场地、运动用品、竞争人数、竞赛方式、裁判
规制等方面来看，其与现代高尔夫球很相似。

木射亦称十五柱球，创于唐代。 唐陆秉编写的
《木射图》介绍，这种比赛一般在室内进行，场地一
端设立十五个笋形平底的木柱， 用红笔在十柱上
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用黑笔在
五柱上写“慢、傲、佞、贪、滥”，参赛人用木球击打
木柱，击中写有红字的木柱为胜，击中写有黑字的
木柱为负。 这样看，木射与保龄球极其相似。

当然，中国古代的体育项目远不止这些，还有
射箭、角力（摔跤）、马球、围棋、踩高跷、放风筝
等，有些长盛不衰，有些不断发展变化，比如捶丸、
角力，在现代足球和相扑运动中还能看到影子。

中国古代体育运动总体而言娱乐性较强，竞技
性较弱。因为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更注重人的内
在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而把人的身体视为“寓
精神、气质之舍”，这就使传统的体育价值观透射
出明显的重精神、重人格倾向。

（作者供职于厦门市湖里区发改局）

《南史 》记载了一个故事 ：南朝时有一个叫陆
澄的人 ，勤奋好学 ，读书很多 ，人们都称赞他为博
学之人。

陆澄读书虽多，但大都是死记硬背，从未花时间
思考研习书中的内容或探究学习中遇到的疑问。 比
如他读 《易经》， 读了三年还没有弄清楚文字的意
思。 到了晚年，他想给刚灭亡不久的刘宋王朝编撰
一部《宋史》，结果琢磨了很长时间无从下笔，最后
也没有编成。

当时另一个叫王俭的文学家是陆澄的朋友，知
道了陆澄这些尴尬事迹之后，便打趣地说：“陆公，书
橱也！ ”意指陆澄是个行走的书橱，这话实际上是在
调侃他读书虽多却毫无用处。

所以说， 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熟读书本内容，还
要深入思考和消化。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 ”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无法深刻理
解书中内涵，甚至会陷入迷茫，只有把学习和思考
结合起来，才能学有所用。 苏轼曾安慰一位落第秀
才， 并告诫他：“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深思子自
知。 ”意思是说，经典的书一定要多读，而且要深刻
思考， 这样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并将所学知识加
以运用。

古人在阅读方法上，还有一种特殊技能：不求甚
解。 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喜欢读书，却从来不着眼
于一字一句的解释，更不会在个别字句上过分下功
夫探究。 这自然不是陶渊明读书不认真，而是他只
求理解作者的精要，往往“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诸葛亮读书和陶渊明很相似 。 东汉末
年 ，诸葛亮曾在荆州学习 ，并和寄居于此地
的颍川人石韬 、徐庶 ，汝南人孟建一
起交流探究。 其他三人读书时都非常
精深， 对一些细节不啃不罢
休， 唯有诸葛亮只求理解大
概意思。

其实，无论是不求甚解还

是独观大略，都是一种阅读策略，整个过程中最重要
的还是思考。 阅读时先将书或文章从头到尾通读一
遍，碰到不懂的地方不纠结，继续往下读，这种方法
能够节省时间， 而且阅读中必须全神贯注将所思所
想带入字里行间，这样感受和共鸣会更多，并能逐渐
养成思考的习惯。

读书方法众多， 却都离不开勤奋、 刻苦以及专
心，但更重要的还是思考，只有在学习中不断分析、
对比、消化，才能收获更多。

一一线线
故故事事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