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观察与思考
审稿：曾炜 责编：羊长发 版式：严立 总检：尹一冰2024年1月5日 星期五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
的一段话，朴实无华的语言进一步诠释了中国
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总书记
的人民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
的根本目的”“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些温
暖人心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革
和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就是让老百姓
过上更好的日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

“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一些群众就业、
生活遇到困难，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台风、地震
等自然灾害，这些我都牵挂在心”。习近平总书
记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经常视察欠发
达地区和受灾地区，关心并指示相关部门下大
力气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体现了总书
记“时时放心不下”的人民情怀。

“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就业成才，老
年人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
努力，把这些事办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温暖的话语，真挚的感情，彰显大党大国领袖
深厚的人民情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变
的价值追求。

“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
大依靠。”在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
平凡劳动者的贡献，并为他们点赞，“每一个平
凡的人都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只有紧紧依
靠和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万众一心，凝聚起
磅礴力量，才能克服前进中一切困难和挑战，
进而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
化包含了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等五个特征，新发展理念中包含了“共享”这一
理念，充分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社会的
公平正义，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更大力度办教育、兴科
技、育人才”，就是要办好孩子的抚养教育、年
轻人就业成才、老年人就医养老等群众急难愁
盼的惠民生的实事，从而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树牢
为民造福的政绩观。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
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地方发展好不
好群众最有发言权。要真正让群众满意，必须
多干利民惠民的实事好事，不干脱离实际好大
喜功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我们出台政策和
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走访调查，倾听民意，真正
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因地制
宜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紧紧
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
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我们的工作要取得成就
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如何取得群众支持？除
了要加强引导外，关键的是要为群众解决民生
问题，让群众感受到这些工作不是形式主义，
是民生工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让广
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要
把惠民生的政策一项项抓落实，并逐步提高社
会保障水平，确保全体公民都享受到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的基本生活保障。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进一
步缩小贫富差距，群众所有急难愁盼问题一件
件加以解决，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同时
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夯实群众平等发展的权
利，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聆听新年贺词感受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

张才清

政绩观是干部对于政绩的总体认识和根
本观点，反映了干部的价值取向，是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在干部中的根本体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
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
正确的政绩观，为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和践
行正确的政绩观，事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有造福一方的胸怀，
在真抓实干中创造真业绩。

固本培元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党性。”“党性教育是共产党员修身养性的
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性是党
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加强党
性修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加强党
性修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口头上
的承诺，而是身体上的力行。邵东传奇将军袁
国平在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被
杀害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率领部队突围，自
己不幸身负重伤，为不拖累战友选择自杀，临
死前还交代把口袋里的7个银元作为党费交给
组织；张桂梅在贫困地区扎根40余年，用几十
年如一日的坚守助力山区教育事业，帮助超过
1800 名贫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改
变人生。党性的强度决定着党员的格局境界。
当前，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
实效，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党性淬
炼中坚守初心使命，在攻坚克难中坚持履职践
诺。要从党性的高度来认识、理解政绩观问题，
从人民性的角度来把握、升华政绩观内涵，努

力践行、落实政绩观要求。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就是要让人民的
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党
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
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因此，我们要把
为人民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自己
政绩的重要标准。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部
署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要求
广大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从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推动解决了
一批批各领域群众关切的问题，如乡村振兴
中产业发展、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增加医院床
位、公共泊车位等方面问题。通过不懈努力，
邵阳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群众多层
次、多方面的新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市民感
觉更温暖、更幸福了。

急群众之所需，干出经得起人民和实践检
验的政绩。“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
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
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新时代的党员
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扑下身子到
群众中间去，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切实做
到民之所向，我之所往，让政绩经得起人民和历
史检验。那些踏实苦干、兢兢业业、“造福一方”
的干部，人民不会忘记，历史永远铭记。我国山

西省右玉县多年来历届党政班子坚持一张蓝图
干到底，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以惊人的毅力栽树，
化荒漠为绿洲。虽然栽树效果短期难以显现，但
当地百姓却把他们名字都刻在了碑上，他们的
政绩真正经得起人民和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
的党员干部要不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格局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重实绩而不是显绩，
把造福群众作为最大的政绩。

树政绩要靠求真务实抓落实。“要一件一
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是党的
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的根
本要求。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工作重在落实，
也难在落实。“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泛黄的
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着这样几段话，“切实解
决问题，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落实、落细、
落小，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蓝图变高楼，
唯积砖瓦功。一个多月的调研，他走访了全县
54个贫困村，走访贫困户1100余次。随后他带
领群众种黄桃、筹资金、跑销售、盖新屋，最终
炎陵县成为全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抓好落实，是党员干部能力素质、工作作风和
担当精神的综合体现。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
始终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始终胸怀人
民，做造福群众的“实干家”。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
邓玲丽

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不仅影响了当时
的中国社会，而且对世界、对未来有着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对人才问题
进行了深刻思索，提出了一系列精辟入微的
见解。他的人才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魏源人才思想的光芒首先表现在对人才
作用的高度重视和人才意义的深刻阐述上。
他在《默觚·治篇》中把人才与国运联系在一
起，指出“国家之有人材，犹山川之有草木，蔚
然 羽 仪 ，而 非 山 麓 高 大 深 厚 之 气 不 能 生
也。”在《海国图志》总序中，魏源沉痛地昭告
国人，欲振国威，雪国耻，必须力除两种隐患，
一是“人心之寐患”，二是“人才之虚患”。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切肤之痛，亲身
参加过这场战争的魏源，在他的著作《圣武
记》中总结战争失败教训时说：“今夫财用不
足，国非贫，人材不竟之谓贫。”明确提出了才
重于财、才先于财的观点。

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魏源反复强调
“器利不如人和”，魏源是主张学习新技术，引
进新武器的，但是，与人相比，再好的武器也
不能代替人尤其是人才的作用。要富国强兵，
搞好海防，战胜侵略者，“在得人而已。”

魏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
日暮穷途、不可救药的清代晚期。处于这样一
个时代背景下的魏源，对人才的重要性能有
如此深刻的认识，是多么难能可贵。

魏源在《默觚·治篇七》中说：“有才臣，有
能臣，世人动以能为才，非也。小事不糊涂之
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可见，在魏源的眼
里，称得上能人的人还不一定算得上人才。

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算得上人才，真正
的人才应具备哪些条件、符合哪些标准呢？魏
源提出了衡量人才的五条标准。

一是有“济物利民”的品德。也就是能够
爱国家爱人民，凡事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
前提。作为一名爱国思想家，魏源从小就有胸
怀天地、济物利民之志，他9岁应童子试，考官
以“杯中含太极”命对，魏源从容对出“腹内孕
乾坤”的下联。时隔十年，他中了拔贡，他在书
斋门上贴出一联：“功名待寄凌烟阁，忧乐常
存报国心”，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魏源把“济
物利民”视为最高理想，也把它看作人才的第
一标准。他说：“才生于情（情怀），未有无情而
有才者也。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
今未之有也。”一个人如果于国于民漠然无
情，其心思智力必然“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

二是有与时俱进的精神。魏源说：“圣人
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而善乘乎时势，故举
一事而百顺之。”“善乘乎时势”即能与时俱
进、紧跟时代步伐。真正的人才不会墨守成
规，沿习旧律，而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而“变
法便民”。

三是有于安思危的远见。魏源说过：“不
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
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危忧乱。”就是说真
正的人才，应当具有远见卓识，能够在安定
和平的环境里，想到动乱危险的时候，能够
防患于未然。

四是有真才实学的本领。魏源指出，君子
“恶似是而非之人”，国家“忌似是而非之论”。
似是而非者只会空谈，并无实际工作本领，而
国家需要的却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魏
源批评了那些“以农桑为俗务”的文人雅士，
指出“披五岳之图”就以为知山的儒生，其实

“不如樵夫之一足”。
五是有团结为公的胸襟。魏源在《默觚·

治篇八》中说：“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倾
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从三
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他看到了团结的力量，
认为人才应该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引用

《诗经》中“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说明得了
众人，天下都会受到感召，国势就会强盛。所
以说，真正的人才应该善于用“道义”团结和
感召众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力前行。

（作者系党史联络员、文史研究员）

让人才人尽其才
——论魏源的人才思想

陈扬桂

澄 明 廖永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