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2月5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十二月廿六

责任编辑 哈薇薇
电话 3155261 电邮 xiangsixiang2016@163.com P7理论新知

LILUN XINZHI

““置顶置顶””奋斗奋斗 实干为先实干为先
张艳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寄语广大青年：“青年强，则国家强。要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
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
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
之花。”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暖心寄语，激
励人心。新时代的青年干部，生逢其时、
重任在肩，要将总书记的殷切希望转变为
自身的奋斗动力和努力方向，以青春之
笔，绘就“青春底色”，为奋进新时代增

辉添彩。
以青春之笔，绘就信念坚定的政治底

色。“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理想信念是
立党兴党之基，更是青年干部安身立命之
本。最是信仰坚如磐，唯有绘就信仰坚定
的“政治底色”，把忠诚融入思想言行、
注入血液，才能以积极的姿态、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新时代的宏图伟业中。青年干部
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在坚定
理想信念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筑牢政治信仰
基石、站稳政治立场，经得起各种考验、
抵御住各种诱惑，践行初心使命，绘就坚

定的政治底色。
以青春之笔，绘就勇毅奋进的担当底

色。迈进新时代，扬帆新航程。要有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担当，
广大青年干部要认清当前形势，明确肩
上责任，牢固树立担当意识，积极主动
肩挑千钧重担，勇担时代使命。要传承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严峻的环境中
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广
大青年干部要把基层一线、项目一线当作

“练兵场”，积极掌握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开阔思维、提升技能、增强素质、淬炼意
志、吃苦耐劳、勇挑重担，在经受考验中

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绘就奋进的
担当底色。

以青春之笔，绘就拼搏奋斗的实干底
色。实干铸伟业，奋斗创未来。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再次证明胜利和光荣不是等
来的、也不是要来的，更不是喊出来的，
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奋斗出来的。
拼搏奋斗是最动听的旋律，新时代青年干
部要将奋斗“置顶”，以实干笃定前行，
用汗水浇灌希望，争做不负春光的奋斗
者。把敢闯敢试、敢打敢拼的青春优势转
化成投入本职工作的强大动力，绘就奋斗
的实干底色。

在新的一年里，广大青年当不负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殷期盼，以坚定担当实
干之笔，绘就最靓“青春底色”，努力
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宏伟画卷增辉
添彩。

打破思维惯性打破思维惯性 勇于担当创新勇于担当创新
福映秋

“每天都很忙，但其实干的事情都差
不多，没什么新鲜的，让人不太提得起精
神”“很多工作都是重复性的，不太费脑
但特别费时。即使干完也很少有成就
感”……近日，笔者在与乡镇年轻干部谈
心时，有几个入职时间不算长的年轻人这
样评价自己的工作。这几句不轻不重的

“大实话”，迅速引起了在场其余干部的共
鸣，大家纷纷表示很“扎心”。

对大多数在基层工作的年轻干部而
言，每天的工作内容往往包括入户走访群
众、填写表格上报、整理台账迎检、参加
会议等日常事务，以及一些会务安排、收
发文件、端茶递水等零零碎碎的杂事。工
作内容确实都大同小异、难度也不太大，
大都干一遍就能大致摸清其中的“套
路”。即使稍有变动或检查标准有所提

高，只要根据上级文件精神、领导的意图
去“依样画葫芦”，基本都能应付。

不得不说，日复一日从事重复性的工
作，思维与做法上存在一定的“惯性”是
难免的。这也让不少干部能运用已经掌握
的方法迅速完成任务，可谓“省时省力”。

但“能完成”不代表“能干好”。要
打破思维惯性，首先就需要拥有广博的知
识和良好的工作能力作支撑。总是以工作
缺乏挑战性为借口，唯文件是从、唯领导
是从，不肯动脑筋花心思、不肯做出新的
尝试，不仅不可能干出好的成绩，更容易
在日复一日中消磨创新的能力，造成知识
和经验的“负迁移”。

要打破思维惯性，就要主动向外寻求
新知识、新方法、新路径，不断加深思想
理念的厚度、挖掘思维的深度，用发展的

眼光、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要始终保持
朝气蓬勃的闯劲、敢打敢拼的冲劲和百战
不殆的韧劲，自觉摒弃“佛系”“躺平”
不良心态，刻苦学习、勤练本领，勇于挑
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在
担当作为中找到人生价值。

阔步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要主动承担、主动作为。以“为有
源头活水来”为引力，打开思想解放的闸
门，结合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在知
与行的辩证统一中提升认知境界，在点滴
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中实现“量”变到

“质”变的升华，直面挑战、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基层干部处在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要
想把工作干好，就要敢于打破“工作惯
性”，积极拓展工作思路。比如，入户走访

不能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地拍照留痕，
而要在调研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走近群众、
深入群众；整理台账资料不能变成避实就
虚的“纸上功夫”，而应学会围绕中心工
作，盯紧发展滞后地方，抓紧工作薄弱环
节，扣紧人民群众所想；填报表格不仅要
确保数据准确、及时、有效，更要学会从
数据中分析掌握情况、汲取“养分”，确保
用到的时候能够脱口而出、信手拈来；要
敢于打破封闭区、挑战习惯性，既做工作
中的“跟随者”与“观察者”，也做工作中
的“思考者”与“创新者”。以“踏平坎坷
成大道”的闯劲找准基层发展的突破口，把
每件小事都往细处做，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
问题，把人民群众的需求回应好，生动诠释
吾辈为民谋福的决心和信心，从“创新出
发”的方法指引中“乘胜而进”。

拧干年终考核拧干年终考核““水分水分””
刘小源

说百姓话说百姓话 听百姓言听百姓言 解百姓难解百姓难
鲁明宇

基层干部身处一线，是党情国情民
情的“亲历者”，既能贴近群众，在基层
获取“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
手信息，也能提升自己的群众工作本
领。但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基层干部出
现了“失语症”，存在不会说、不敢说、
不能说的困境。广大基层干部当用心体
悟、积蓄能量、迎难而上，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接续奋
斗、勇往直前。

基层干部与群众离得最近，落实政策
最为直接。因此要认清和摆正自身位置，

入乡随俗，主动学习“百姓话”。一是要
会说方言、能说土话、会拉家常，跳出身
份“边缘化”的尴尬，脚沾泥土、心怀真
诚、多一点“烟火气”，黏合干群情感；
二是要讲老百姓能理解的话，有些基层干
部“书生气”较重，满嘴专业术语，看起
来似乎“理论功底深厚”，实则群众无法
入耳。基层干部应该学会把政策往通俗了
说、往简洁了说，“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自觉发挥“连天线、接地气”的作
用，多讲朴实无华的语言，使各项惠民政
策通过“千条线”下面的这“一根针”，

深植大地、开花结果。
有些党员干部得了“失语症”，不敢

表达真实想法，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
出。基层干部需放下架子、耐住性子、
沉下身子、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多从
群众角度考虑，将心比心，真正体会群
众的苦处和难处，这样群众才会对我们
说掏心窝子的话。聚焦防贫预警监测、
基层党建、抗旱保水、乡村振兴等关键
点，多接一接“烫手山芋”，在纷繁复杂
的挑战中练就“百毒不侵”“刀枪不入”
本事，不做“软壳虫”，不说空话、套

话、漂亮话，关键时刻敢为人民群众发
声，有问题讲问题、有意见要发表、有
点子要分享，在能担当、善作为中打造
争先创优的工作氛围。

基层干部和群众拉家常的确能拉近距
离，但也要把握分寸，绝不是不着边际地

“侃大山”，而是要有方向、有针对性地
聊，从而获取有价值的基层群众信息。对
于群众的要求，广大基层干部一定要深思
熟虑，不盲目下结论、不随意给承诺，有
理有据、合情合理、举措得体，聚焦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年终考核不仅是推
动 工 作 落 实 的 重 要 抓
手，也是引导党员干部
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指
挥棒”。但目前不少地方
在年终考核中还只是关
注能够看得见的工作，
对看不见的工作忽略不
计。有些干部为年终考
核“邀功”，不惜搞“注
水材料”“注水数据”，
空有华丽外壳，却失掉
了民心。因此要强化考
核结果运用，舞好政绩
观“指挥棒”，拧出年终
考核中的“水分”，确保
工作不打折扣。

年终考核“注水”，
根本原因还是责任心缺
失。有的地方平时不下
基层调研，年底就靠看

“留痕”、看材料，出现
“平时不算账，年终凭印
象”的怪象，由此导致
某 些 干 部 热 衷 于 看 得
见、摸得着的“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在上
级考核的压力和个人利
益 驱 使 下 ， 给 各 种 数
据、材料“涂脂抹粉”，
大胆“整容”。这种注重
处处“留痕”的考核会
诱发更多花样的形式主

义，而使考核过程偏离
工作实际，也让党员干
部在日常工作中逐渐不
重视“群众满意度”，最
终丧失政府公信力。

转变工作作风至关
重要。要用好调查研究

“传家宝”，多走到群众
中“望闻问切”，提升群
众在年终考核中的参与
度，增强人民群众在年
终考核中的“话语权”，
让群众成为年终考核的

“裁判员”，真正树立党
员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此外，还要强化
考核成果运用，强化奖
优罚劣导向，把考核结
果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
依据，让干实事的干部
受鼓舞、有奖励，让无
为乱为的干部受惩戒、
挪位子，引导干部在实
干实绩上竞争。

要充分发挥年终考
核“指挥棒”强有力的作
用，避免“指标打架”，
杜绝层层加码，拧干年终
考核中的“水分”。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多到现场
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
众说，真正干出人民群众
满意的政绩。

心无百姓莫为官心无百姓莫为官
王 帅

把文化种子把文化种子““种种””到乡村去到乡村去
赵婧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这其中，文化振兴是塑
形与铸魂的内在统一，其作用在于以文化
人、以文铸魂，激发实践主体的能动性，
进而促进产业、生态等多维振兴。建设乡
村文化就是要保“底色”、增“亮色”、添

“配色”，让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把思想主舵，铺就乡村文化的纯粹
“底色”。端正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文化建设
的前提。一方面要树旗帜，要抓住农村党
员这一重要群体，加强党员干部群众的理
论学习，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和
领导权，借助党建活动将红色思想、革命

精神深植农村基层。另一方面要育新人，
重视农村青少年儿童的思想动态，加强宣
传引导，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榜样面对
面”、历史讲堂等活动，在未成年人文化活
动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的新时代接班人。

挖文化潜力，打造乡村文化的魅力
“亮色”。文化之特别在于地域性，塑造富
有吸引力的乡村文化就需要在乡土中挖
掘、保护、传承和转化。

其一要善于识别，发掘有价值的农耕文
化、民俗文化资源，如历史建筑、特色民
居、古树名木、非遗技艺、集体记忆、地方
品牌等，做好保护计划，减缓文化资源的毁
灭和遗失进程。其二要培育思想，通过宣传

教育让村民理解文化资源的价值，树立主人
翁意识和保护意识，建立起乡村文化资源保
护与合理利用的内驱动力，妥善处理保护与
利用的关系，正确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和经
济、社会效益，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利用
中加强保护。其三要创造性转化，打造特色
文化产业。要把文化产业和农业发展结合起
来，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因势利导、因地制
宜开创一系列“数字+”“科教+”“文创+”
等特色鲜明、各有千秋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路径，打造本地文化“土特产”，避免同质
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竞争。

育文明乡风，增添乡村文化的缤纷
“配色”。巩固和延续乡村文化振兴成果就
必须让新老文化扎根于百姓生活，让村民

成为文化的守护者和创造者。
提高村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培养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需
要长效持久的宣传和激励制度，如订立村
规民约和文明行为守则、建立有效运行的
积分兑换制度和“红黑榜”，以物质奖励和
精神奖励并进的方式调动村民积极性，逐
步推进移风易俗。健全“省—市—区
（县）—街（镇）—村（社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打通文化资源下沉通道，充
分发挥农家书屋、乡村综合活动站等服务
设施作用，让丰富的演出和文化课程能

“送进来”，让村民的文化生活能“走出
去”。加大乡村文化培养，鼓励村民自发组
织文化社团交流展示曲艺、舞艺、手艺，
把文化的种子“种”到乡村去，通过开展
村社区文化社团“比武”、“村晚”文艺演
出等活动，为村民创造展示舞台，不断丰
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广大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增强乡村共同体意识。

加强加强““微治理微治理””破解大难题破解大难题
王英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
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入手，这为加强基层社会“微治理”指明
了方向。“微治理”不是微小事，而是事
关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化解矛盾问
题、提高群众幸福感的大事。

加强“微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
化的重要抓手。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
开基层治理现代化，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在

“微治理”上下功夫。强化党建引领，调
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打
造解决基层小问题、小矛盾的平台，拓宽

问需于民的渠道，扫除政府机关治理的
“盲区”，以精细化、准确化、智慧化的方
式及时解除困扰群众生活的痛点，扫除影
响群众满意度的障碍。加强“微治理”相
当于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把党
和国家政策传达到神经末梢，充分发挥定
分止争、促进和谐的作用；相当于给基层
安装了扩音器，把基层的呼声传达到上
层，影响政策的走向，上下良性互动，加
快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加强“微治理”是化解基层问题矛
盾的重要方法。加强“微治理”强调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要求基层
强化问题意识，及时察觉苗头性问题、

倾向性矛盾；强调的是早部署早安排，
要求基层把关口前移，提前做好应对各
种问题的准备；强调早动手、早解决，
要求基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把问题解
决在初发之时，把矛盾化解于萌芽状
态。加强“微治理”是坚持和完善新时
代“枫桥经验”的具体表现，其重要内
容是“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
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加强“微治理”突出的是依靠群众解决
小微矛盾、轻微问题，防止把小问题拖
大，避免矛盾升级，从而实现维护稳
定、促进发展的目标。

加强“微治理”是提高基层群众幸

福感的重要途径。对群众而言，事再
小，如果不及时解决，都会影响生活质
量。一些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急难小
事，看似琐碎细微，却往往是群众生活
中的痛点。加强“微治理”，及时解决这
些问题矛盾，必然可以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现在群众的自主意识空前提升，对
身边事不再冷眼旁观，而是积极主动地
参与治理。加强“微治理”，可有效提升
群众的参与意识，满足群众的参与感，
树立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进一步提升群
众的幸福感。加强“微治理”犹如治
病，及时去除基层单元的病根，为基层
快速健康发展护航。

从 实 践 中 来从 实 践 中 来

高智商、世俗、老
到，这是精致利己主义
者的画像。他们最显著
的特征是善于表演，是
不折不扣的官场“两面
人”，运用“精致的外
衣”，使利己的目的不被
他人察觉，呈现出名为
公、实为私的欺骗性。
他们对个人的荣辱得失
斤斤计较，而在对待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
上，却往往说官话、套
话、搪塞话，对群众所
求所盼视而不见。利己
是人的本能，本身是个
中性词，但精致的、无
原则的、不顾一切的利
己，既违背做人做事的
基本原则，更与党的要
求背道而驰。作为党员
干部，无论职务高低、
权力大小，都应当把心
思 凝 聚 到 为 民 干 实 事
上，把精力集中到提高
服务质量上，把功夫下
在 抢 抓 落 实 上 ， 善 谋
事、能干事、干成事，
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强化担当意识，补
足精神之钙。“莫看江面
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
深。”党员干部，一旦

“精致利己”起来，究其
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
缺失的问题。“身之主宰
便是心”，内心净化、志
向高远便会力量无穷。
对党员干部来讲，动摇
了信仰、背离了党性、
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

“围猎”中被人捕获。只
有 在 立 根 固 本 上 下 功
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
近身附体。党员干部无
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要始终高举信仰之
旗，坚定理想信念、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在大是大非面前
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
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
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
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
敢于坚决斗争，不负党
和人民的重托。把理想
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
动的力量，树立起群众
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理
想信念标杆。

增强责任意识，永
葆为民情怀。
古往今来，许
多有作为的官
员都以关心百
姓 疾 苦 为 己
任，从唐代杜

甫“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到宋代范仲淹“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再到林则徐“苟
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都充分说明

“心无百姓莫为官”的道
理。党的性质决定了党
员干部必须把实现个人
追求与党的奋斗目标、
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紧密
联系起来。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
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
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历
史的画卷总是在继往开
来中铺展，时代的华章
总 是 在 赓 续 奋 斗 中 书
写。党员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肩
上责任的重大，高标准
要求自己，真正筑牢新
时代坚不可摧的铜墙铁
壁。

树牢大局意识，提
高服务质量。“不谋万事
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 局 者 ， 不 足 谋 一
域”， 党员干部作为国
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生
力 军 ， 要 培 养 统 筹 兼
顾、放眼全局的系统思
维，做到心中有大局、
行动践大局，在实践中
锤炼党性、提升素质。
如果党员干部大局意识
不强，缺少“一盘棋”
思 想 ， 总 是 强 调 个 人

“想要”，不去考虑党组
织“需要”，就会大大削
弱 党 的 创 造 力 、 凝 聚
力、战斗力，自己也不
可能有所作为。在工作
和生活中，要时刻严格
要求自己，牢记党的宗
旨，不戴“有色眼镜”
看人，越是遇到有求于
组织的群众，越要耐心
热情倾听其呼声，帮助
解决实际困难和需要，
努力成为干部群众的贴
心人。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态度做好各项
工作，不等不靠、不推
不拖，端正工作态度，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
的使命感，兢兢业业做
好各项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