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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必须
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
传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明确
提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政
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
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处在百年未有之
时代大变局中，年轻干部要常怀赶考之
心、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律己之心，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着力增强“四个定力”，
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青
春合力。

一是常怀赶考之心，增强政治定力。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新时代肩负新使命，年轻干部必须
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畏浮云遮
望眼”，炼就一双政治慧眼，时刻从政治上
看问题、想问题，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
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嗅觉特
别敏锐，锤炼笃信笃行的政治定力。扎稳
政治立场之“根”，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既吃透“上情”、又摸清“下
情”，有力推动上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夯实政治能力之“基”，不断增强

“叶落知秋”的政治判断力、“了然于胸”的
政治领悟力、“雷厉风行”的政治执行力，
做到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艰难斗争面前
不退缩。守牢政治纪律之“底”，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的政

治本色。
二是常怀敬畏之心，增强纪律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常怀敬畏
之心、戒惧之意，自觉受纪律和法律的制
约。”心有所畏方能行有所止，严以修身方
能严以律己。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年轻干
部要守住敬畏之心，敬畏党纪、敬畏国法、
敬畏自然、敬畏权力，自觉用“五个必须”
正心修身、用“七个有之”自警自省、用“十
个严禁”防微杜渐，真正做到心中高悬法
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
事尺度。磨砺平实之心，在欲望上知足知
止、生活上克勤克俭，正确看待“有为”和

“有位”、“有能”和“有利”的辩证关系，做
到心中有责不懈怠，心中有戒不妄为。勿
存侥幸之心，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之感，警惕“小兄弟”“小人情”“小圈
子”，自觉净化生活圈、交往圈，自念紧箍
咒、自筑篱笆墙，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
身清，坚守立身之本，守牢为官底线。

三是常怀感恩之心，增强道德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
廉洁齐家的模范。”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是做人、为官的基本品德和政治
品格。“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年轻干
部要学会知恩、感恩、报恩，把感恩之心化
作报恩之举，锤炼正心明志的道德定力。
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常怀感

恩之心，最直接的体现是切实做到心中有
党不忘恩、心中有民不忘本，感恩组织的
培养、人民群众的信任以及家人的支持。
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永远不能忘记入党
时所作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做
到始终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崇尚造福
人民的公德，站稳人民立场，勇于担当、积
极作为，切实把造福人民作为最根本的职
责；崇尚严于律己的品德，持续加强党性
修养和道德修养，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
净办事。

四是常怀律己之心，增强抵腐定力。
“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年轻干部要常
修守纪之“魂”，常思违纪之“害”，常怀律
己之“心”，时时事事处处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常怀律己
之心，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勤于自
省，遵守党纪国法，增强抵制腐败的意志
力、坚忍力和自制力，以如磐定力永葆勤廉
本色。慎独，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正心明
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
害”、常破“心中贼”。慎初，坚持从小事小节
上守起，常补精神之钙、多思贪欲之害，不
碰纪律规矩红线，做纪律上的“清白人”。慎
微，不断锤炼“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
于五色之惑”的抵腐定力，见著知微、防微
杜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站得住脚
跟，在诱惑面前保持定力如山。

(作者系邵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年轻干部要常怀“四心” 增强“四个定力”
周剑锋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在湖南考察时
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要素。近年来，邵阳锚定“三高四新”美好
蓝图，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持续推动
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2023年
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总数全省第
一。如何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以一
域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是理
论和实践必须回答的问题。

要在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上狠下功夫。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刻调整，大数
据、人工智能、5G 通信、量子科技、生物技
术等领域取得颠覆性技术突破，正在酝酿
诞生一批未来产业。新兴科技不断赋能传
统产业，推动机械工程、服装设计、汽车制
造等行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焕发新的生
机。当前，邵阳正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为契机，突出“五大工程”，大力实施创
新提升行动。在发展中，我们要着力导入
科技创新资源，攻克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

“卡脖子”难题，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要积极对接省四大实验室，深化与长
株潭跨区域创新合作，布局建设一批高能
级科创平台，推动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邵
阳区域分中心建设，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

成果转化同向发力。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滚动推进“十大核心技术攻
关”，加快培育一批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奋力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科技创新高
地，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
化新邵阳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要在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全力以赴。和其他地区相比，邵阳的优势
禀赋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目前，邵虹特种玻璃项目为湖南省十
大重点产业项目，同时邵阳还打造了特
色轻工千亿产业集群、邵东打火机国家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及新邵铜
铝资源循环综合利用等 7 个省级产业集
群，排名全省第 2。这几大产业不仅是科
技创新引领、推进核心技术攻关的“先行
者”，也是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的“排头兵”，更是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的“领头雁”。因此，要坚持
产业兴邵不动摇，加快建设具有邵阳特
色的“3×3”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
以打造“中国特种玻璃谷”与全国电子玻
璃产业基地为牵引，以新型显示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为重点，强化要素保障，全力

打造千亿显示产业。要以幸福时代、长城
新能源、湖南银锂等优势企业为抓手，发
展壮大新型储能电池、绿色能源开发利
用、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等产业。要以
装备制造、液压基础件、中医药等优势产
业为重点，加快产业集群集聚，以强链工
程聚链成群。

要在“引育用留”机制上积极作为。新
质生产力“新”在依靠与以往截然不同的
科学技术，依靠能够显著提高生产力的新
机器、新设备，更依靠掌握了现代科技技
能、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者。要
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以优质服务强化
引才育才。建立以创新价值、转化能力、现
实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好体现
知识、技术、人才市场价值。为青年科技人
才减负，破除青年科技工作者晋升交流、
重点攻关瓶颈。聚焦35岁左右青年科技工
作者，组织定向培育、学术交流和科技沙
龙等活动，聚力消除科研梗阻。更加关爱
青年人才，切实解决好家人就业、就学和
就医等问题。推动人才政策与产业政策同
向发力，加快把人才第一资源转化为创新
第一动力，以人才工作主动性赢得新质生
产力发展主动权。

（作者单位：湘中幼专）

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马翔 刘杰

黄土矿镇是一个偏远
山区小镇。为有效促进乡村
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改善农民生活质
量、实现可持续发展，黄土
矿镇积极探索如何提升乡
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治理
水平，加快发展乡村新质生
产力。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是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
也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
造条件。为此，黄土矿镇聚
焦重点任务，完善推进机
制，坚持久久为功，努力绘
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
卷。一是增强乡村规划引领
效能。为提升乡村建设水
平，黄土矿镇切实把乡村规划做在前面，并优化提
升乡村空间布局，引导农民有序建设新家园。二是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目前，全镇 9 个行政
村已实现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修建镇级污水
处理厂，整改安装移动厕所 16 个，落实新建改厕
52 户。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全镇投资
1100 多万元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兴修水渠 100
多公里；对镇自来水厂及镇内水库进行提质改造，
全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以上。推进电网改造
升级，实现一网三通，确保了全镇供电服务全覆
盖。近三年来，黄土矿镇打通了环城公路，缓解了
街道交通压力；五户以上村组实现了公路硬化全
覆盖。今年计划投资 1000 多万元对黄唐公路进行
提质改造。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
注入动能。黄土矿镇坚持做好“乡土”文章，不断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扎实为乡村新质生产力发
展注入新动能，让农业有奔头、农村有看头、农民
有盼头。一是坚持推广农业科技创新，大幅提高农
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同时，鼓励农民参与科技创
新，培养乡村科技人才。二是坚持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促进这些经营主体的成长壮大。三是坚持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四
是坚持数字赋能，鼓励发展直播电商，探索数字经
济，形成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动能。目
前，全镇发展了万亩南竹产业，打造了 467 公顷高
标准农田、400 多公顷杂交中稻优质稻高产示范
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百亩示范片；全镇已建
黄桃基地 5 个总面积 24 公顷、山苍子基地 3 个 20
公顷、中药材基地1个26公顷，产业年产值超百万
元；镇内新兴产业带头人和新业态产业不断涌现，
发展各类合作社 100 多家、民宿 3 家、各类电商 20
多家、就业帮扶车间 10 多家，并打造了以红色资
源开发为载体的乡村旅游。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
保障。建立良好的治理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保障。近年来，黄土矿镇着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乡村平安创建、深化村民自治、全面推行移
风易俗、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坚持以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黄土矿镇坚持班子成员每人包抓 1 个
党建联系点制度，推动形成党委抓、书记抓、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同时，选优
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充分落实“四议两
公开”“一事一议”“一村一民警”等制度。二是积极
推进平安创建。近年来，黄土矿镇以创建全省安全
发展示范乡镇为抓手，加强重点领域的管理，实现
了“信访三无乡镇”目标。同时，定期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推进禁毒工作高质量完成，开展护蕾专项
行动。三是持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全镇完成
8 个村“一门式”服务大厅提质改造，配备 35 岁左
右懂业务、素质高的平台管理员 18 名，切实打通
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全镇 9 个村均建立了
村级卫生室，超过 80%以上的村开办幼儿园。四是
村风民风进一步改善。近年来，全镇 9 个村制定了
村规民约，村级春晚、民俗文化节等文体活动极大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五是积极推进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目前，9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每年开展护绿植树活动，9 个行政村聘请
2 到 3 名护林员巡山护林；严格落实河长制度，强
力推进禁渔禁捕工作，全镇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
护和优化。

（作者单位：绥宁县黄土矿镇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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