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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紫光阁

迎来新参事

57岁的李烈曾收到过朱镕
基总理的亲笔回信，也曾见证
温家宝总理给自己学校挥毫题
词，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走进中
南海，并成为国务院参事。

4 月 14 日，北京第二实验
小学的这位校长在中南海紫光
阁，从温家宝总理手里接过国
务院参事聘书。与她一起从总
理手里接过聘书的，还有其他 7
位国务院参事和 5 位中央文史
馆馆员。

这位新参事至今印象最深
刻的，是总理与他们座谈时所
提的：“讲真话”，“听真话”，“多
调研”。

“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

在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
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对“参
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
她只是隐约觉得，参事一般都
“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
是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者
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
宝”。

根据国务院参事室提供的
资料，早在 1949 年，毛泽东就
发电报指示：“应成立类似参议
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
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
国。”这封电报见证了中国参事
制度的开端。

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参事室成立，前政权留在内
地的上层人士，经过周恩来亲
自遴选任命，被吸纳进人民政
府。一时间，长袍马褂、西装革
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一起
出入于中南海。他们的办公室
距周恩来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
只有几步之遥。

62 年后，国务院参事的队
伍，从首批的 32 位壮大到 58
位，前后则有 200 多位。李烈所
受聘的国务院参事室，从“文
革”起便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
署办公。

正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程熙的建言，使李烈有了成为
国务院参事的机会。

4 月 14 日座谈时，听到温
家宝总理一番话，李烈明白了
自己成为参事的原因。这一天，
总理再次引用了“知屋漏者在
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我们这些常年在教学实

践第一线的小学老师，不就是
在‘宇下’和‘草野’吗？总理和
参事室看重的，可能就是我们
这些人的实践。”李烈说。

“贤路当广而不当

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更触动李烈的，是总理接
下来讲的一句话———“要创造
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
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
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李烈获得过一个小学教师
和校长所能获得的各种耀眼的
荣誉。但这面在小学教育界资
深的“旗帜”，也深知讲真话的
不易。多年前，她曾当着一位中
央领导的面讲真话，讲基础教
育中存在的问题，得罪了不少
人。

程熙是爱国将领程潜的女
儿，此前在调研时，她经常听到
“现在的基础教育特别糟糕”的
感叹。这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的几位毕业生家长向她推荐了
李烈。

老人在听了李烈和学校其
他老师的课后“非常感动”。她
认为李烈这样的优秀小学校
长，“在小学教育领域有思想观
念、有社会责任感、有科学教育
理念和方法”。

调研结束时，老人告诉李
烈，她回去要给总理写封信，对
目前的基础教育建言。

而发现问题，充分调研并
及时建言，也是国务院参事室
的传统。

上世纪 50 年代，参事室的
18位参事曾联名向周恩来总理
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
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
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
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
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
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
在台面上的‘官腔’；真正展开
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
错认错。”

国务院参事室认为，当年
参事们反映的问题“切中要害，
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
参考”。

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种
“参考”的价值，不仅国务院成
立参事室，地方政府也成立了
参事室。参事室里这些接过聘
书的人，统一被称为“政府参
事”。而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是
“讲真话、察实情”。

这种要求在 4 月 14 日被
再次提出。温家宝总理再次强
调参事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求

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
对领导说实话”。国务院老参事
沈梦培说。

但新人李烈坦言还没做好
准备。就在她被聘为参事当天，
河北一个青年在新闻联播上看
到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他便打
电话给李烈，说自己上访了两
年多，问题依旧没得到解决，他
给李烈寄了一封信，希望李烈
能把信交给总理。

李烈最近根本没时间去调
研，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她也很
清楚，作为国务院参事，不能对
这封信不理不睬。“我只能把这
个信息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天
下午汇报给参事室。”李烈无奈
地说。

而在两年多以前，温家宝

在中国政府参事制度的发
展历史上，也的确有参事为了讲
真话而不顾生死。

1979年，民主党派人士郭
崇毅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曾
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
打成“现行反革命”，刚平反不
久，从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
年。

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
“不许包产到户”，但郭崇毅经过
周密调研后，写出报告支持“包
产到户”，并尖锐地提出：长期搞
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
党，对得起国家？

妻儿亲友都劝吃过大亏的
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但郭
崇毅毅然赴京上书，并在列车上
写下“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
雨作寒蝉”的诗句。

他的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
中央领导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
给安徽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
民的首创精神。后来，中国的农
村改革迅速拉开序幕。

1986年，恢复任职的国务
院参事杨玉清率先提出执政党
要讲廉政、反腐败的建议。很多
人劝这位曾担任国民政府司法
部次长的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
家，不要做那只早上叫第一声的
公鸡，但参事只是一笑置之。
“就像陈云同志讲的，我们

党和政府总是需要有一批头戴
瓜皮帽、手拿旱烟袋、经常踱方
步的人，开动脑筋，善于思考，深
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2009年
2 月，在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
馆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
院秘书长马凯这样讲道。

对这些历史，李烈并不清
楚。但是她知道，国务院参事室
的内部刊物叫《国是咨询》。

对“国是”两个字，对跟教育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烈来说，她
眼下的“国是”就是“基础教育”，
有了国务院参事这个身份，她可
以通过这个“直通车”，直接面对
总理建言献策。

李烈最想提的是减轻孩子
的负担。在她看来，这个问题总
理能想到，但更多的数据、孩子
的负担具体重到什么程度，总理
不一定知道，需要她这样在教育
一线的人跟总理讲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

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
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
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
阿、敢于直言的人。”在受聘当天
的座谈会上，总理总结道。这句
话在打动李烈的同时，也让这个
新参事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
大”。
“我先保证一点：讲真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首先这样
声明。

据《中国青年报》

▲4月14日，温家宝与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
究馆馆员亲切交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
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
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
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
人。”在受聘当天的座谈会上，总理
总结道。

这句话在打动李烈的同时，也
让这个新参事意识到自己肩上“责
任重大”。

总理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明
确提出新时期参事室工作要发挥
好民主监督的作用。参事的职责
原来只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咨询国是、统战联谊”，从此又增
加了“民主监督”这项新任务。

李烈的一位前辈参事曾说
过，“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
会最底层。”这位老参事援引罗马
哲学家西塞罗的这句话。

“我先保证一点，讲

真话”

4月17日，温家宝总理座谈时
的讲话内容正式发布。从国务院
参事室传来的消息是，讲话非常
受参事们欢迎，尤其是其中提到

的要“借鉴历史知识和国际经
验”。

在李烈等新老参事面前，温
家宝再次强调，“要消除腐败的土
壤，最根本的在于改革制度和体
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
力受到制约”。

这已经是他第5次同参事、馆
员交流。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知
者尽言，国家之利”。

陈进玉在总理座谈结束后，
专门找到李烈，跟她交流如何兼
顾国务院参事和小学校长这个双
重角色。
“参事建言当慎之又慎，必须

说真话、道实情，这是一条底线。”
陈进玉曾这样说道。在他看来，讲
真话是政府参事工作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