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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萝卜快跑”的无人自
动驾驶汽车在北京、武汉、深圳等11个
城市正式投入运营，一场智能出行的
革命正悄然上演。

科技进步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几乎突然之间，过去只存在于科幻电影
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在城市间来回穿梭
的画面已成现实。尽管无人驾驶的出现
让人眼前一亮，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一方面，人们对无人驾驶技术的安
全性和其智能化程度持观望态度；另一
方面，传统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心中充
斥着“被替代”的危机感。

如果将社会发展的进程比作一个
圆，那么在智能驾驶领域，中国显然已
经从这个圆中凸出一角。尽管现阶段

“萝卜快跑”的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度有
待观察，但它在小范围内进行无人运
载的功能已经实现。

目前，“萝卜快跑”出租车仍存在
缺陷：车速较低，30 分钟的路程它能
开上一个多小时；反应迟缓，前方遇到
一个塑料袋就停下来打双闪；不够精
确，下车点与目的地差了几百米距离。
它就像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对周
边的陌生事物感到害怕，遇到危险会
停下来，遇到行人会礼让。

7月7日，一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武汉街头与一电瓶车发生相撞，事故
造成了交通拥堵。事后，“萝卜快跑”运
营方百度公司作出正面回应称，事故
是出租车与一名闯红灯人员发生轻微
接触，并且行人“经检查无明显外伤，
目前正在医院进一步观察和休息”。坦
言之，如果是有人驾驶，这样一起事故
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引起大家的
关注，但因为是自动驾驶，这则新闻却
在第一时间登上了热搜。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城市交通研究分院院长
赵一新表示，自动驾驶作为人工智能
赋能汽车行业的典型应用场景，既是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
赛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
域，要允许无人驾驶技术有一个成熟
的过程。

确实，如果无人驾驶仅停留在技术
层面而不投入实用，无人驾驶就永远无
法实现。它需要全面收集复杂路况的数
据，通过技术的不断迭代进步，适应更
多真实的应用场景。这既要给技术进步
留出足够的空间，又要对城市交通影响
最小，二者之间的平衡需要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

当然，科技的发展也的确会使一
些传统产业面临极大挑战。回望历史，

“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曾让工人们愤怒
地捣毁机器；电灯刚普及时，蜡烛厂的
员工四处奔走要求抵制电灯。但是，潮
流之势已不可阻挡。这一场由中国无
人驾驶领衔的智能化革命，看似是对
传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所发起严峻
挑战，但背后是智能科技推动生产力
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具
体表现。

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是一种
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社会的不断进步会激化
与落后科技的内部矛盾。当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
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享受。科学
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
的第一要素，落后科技与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之间自然产生了矛盾。对
此，业内人士认为，人工智能不会“抢
走”人类的工作，当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后，人类不再需要任何工作岗
位，未来将会是“不缺商品和服务”的

富足时代。
但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科技

的发展可能将一部分现存劳动力挤出
市场，而社会又没有完全步入“富足时
代”，这部分劳动力要如何安置？

这既是挑战也是契机。近日，一项
发表在国家一级人口学核心期刊《人
口研究》上的论文指出，基于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在2020年百岁
老人数量已达 11.9 万人，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百岁老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我
们必须承认，即使不发生因科技进步
而导致的劳动力被挤出现象，也会有
相当一部分人因年龄原因而主动退出
劳动力市场。

科学技术的巨轮滚滚向前，我们
要主动把握时代发展节奏，充分引导
科技发展方向，为本次智能化革命创
造必要条件，建立充足人才储备，同时
为劳动力转型提供解决方案。其次，科
技企业也应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因为
科技发展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的生产
生活需要，而非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应
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和福利制度等方
式，确保普通民众的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要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以适
应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随时应对未
来的挑战。

科技只管向前，社会需要回望。
（作者单位：邵阳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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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闲时在
网上玩玩游戏，看一
会电影，光顾一下淘
宝，可以起到提神醒
脑的效果，也是一种
工作中的放松，何必
小题大做！”日常工
作中，我们时不时可
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显然，这暴露出一些
人工作作风的散漫，
而且根本不把这些
事当回事。

视生活、工作中
的一些“小节”不当
回事，在少数党员干
部中有一定代表性。
比如，私人请客签个单，私人
应酬用个车，逢年过节发点
钱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
是小事、惯例，不必当回事，
不值得大惊小怪。

“不当回事”，从根子上
讲是特权思想的体现，是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在作怪。我
们从网上披露的少数领导干
部贪污腐化的案例可以看
出，他们之所以走上违法犯
罪的道路，受到党纪国法的
惩处，葬送了事业前程，辜负
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正是从

“不当回事”开始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种

违反党的原则、损害群众利益

的行为，很多人明明看
到了却不提醒，一味地
顾及上下关系、人情关
系，怕面子上过不去。这
不仅是对同志的不负
责，更是对党的事业不
负责。个人之间的面子
也许是保住了，但丢掉
的是党组织的原则。深
而究之，伤的是党群关
系的根子，损的是执政
党的形象。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工作作风上的
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
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
气，任其发展下去，就

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
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
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
量。”

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以来，广大党员干部敢于刀刃
向内，对照党纪党规，自觉查
摆问题。特别是对于自身或他
人存在作风上的一些小事，都
把它当成大事，敢于揭短亮
丑，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无
疑，这是对他人、对自己的真
关心、真爱护。即便当时有点
失面子或下不了台，但防微杜
渐，能避免犯更大错误。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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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政德”
不仅是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的“试
金石”，更是党风政风的“风向标”，是
社会道德风尚的“导向仪”。在党纪学
习教育中，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政
德”修养，时时刻刻以德修身、以德立
信、以德立威、以德服众。这是党的宗
旨所决定的，也是党纪的学习教育的
重要内容。

要校正为官的坐标。“官”包含
的是权力，说透了，领导干部为官就
是要搞清楚为谁用权、为谁服务的
问题。领导干部受不受群众欢迎，就
看权力运用公正不公正。权力是党
和人民赋予领导干部的一种特殊信
任，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权力，但任
何权力的运用都要把握住对与错、
是与非的界限。有的人把权力看得
太重，只想着权力的扩张、放纵，目
的是为一己之利。有的人在追求权

力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人生押了进
去。翻开那些落马贪官犯罪档案，细
观他们由位高权重堕落为腐败分子
的轨迹，不难发现其中一个共同现
象，就是这些人把权力效能当作个
人谋取途径，而忘记了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的应尽职责。校正为官的坐
标，领导干部就得在用权时把群众
的疾苦放在心上，以如履薄冰、寝食
不安的态度去行使职权。

要认清为官的价值。领导干部不
能把做多大的官作为衡量自身价值
和社会地位的尺度，把当官看得高于
一切。如果贪求“官”的现实利益，就
会把眼睛盯住官场上的位置，产生各
种变态心理，想的就不是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而是眼睛总是向上看，手
脚总是向上爬，自然就出现“跑官”

“要官”“混官”“争官”。领导干部应该
看到为官就是为公，必须以事业为

重、以大局为先，淡化做官心理，强化
奉献意识，把是否甘愿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作出贡献，是否实实在在为群众
办了好事等作为领导干部为官的基
本准则。

要常修为官之德。凡以“德”为
先者，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爱
戴。方志敏同志曾以“居高官而纤尘
不染，理万财而分文不贪”青史留
名。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奋斗一生，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鞠躬尽瘁，永远活在人民心
中。焦裕禄、孔繁森等优秀共产党员

“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
们人虽长眠，但精神不朽，成为人们
学习的楷模。

党员干部的官德修养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影响党在群
众心目中的形象。新时期党员干部，要
以良好的品德来引导群众，以优良作
风来彰显党的先进性。要加强思想道
德修养，持之以恒，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纯洁、
道德高尚的为官者。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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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童自荣，如今鲜
有人知，但他有一句名言，知
道的人很多，那就是：“不给
组织添麻烦。”

童 自 荣 的 女 儿 想 找 工
作，希望父亲能凭关系将她
安排到县城，或者参军到部
队。童自荣严词拒绝后说：

“孩子，我像你这么大时，家
里揭不开锅，只好去给地主
放羊。因我受不了地主的气，
一怒之下光着两只脚板去找
红军。如今，老一辈出生入死
给你们打下了江山，你们不
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是
个共产党员，人民给我的权
力是叫我‘为人民服务’，不
是叫我以权谋私。开后门的
事儿，就是给组织添麻烦，我
不能干！”

开国少将龙开富一生坚
持自己的原则，家人也是如
此。妻子高玉清，有一年去外
地看望女儿，当时女儿在一
家军队医院工作，医院领导
恰巧是她的战友。其实找战
友安排住宿并不难，但她与
女儿一家硬是挤在面积还不
到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
住了一个月。快要离开时，
她的老战友知道后埋怨她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她不
在意地说，不能因为自己的
一些私事搞特殊，不能给医
院添麻烦。这等觉悟，不得不
让人佩服。

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
深藏功与名，坚守初心、不
改本色。“不给组织添麻烦”
是他给全家立下的规矩。妻
子、孩子看病、找工作从没
有沾过他的光，家里没有什
么值钱的家当。

宋德福任福建省委书记
时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家属
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十分
严格。夫人金萍从北京到福州
和他团聚，几次都是自己坐火
车来；去厦门也是自己买票坐
大巴，自己掏钱住普通的宾
馆。儿子结婚，他不让办酒席，
连女方也不能办，担心别人利
用这个机会送红包。

这些人，就是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不给组织添麻烦

的表率，是优秀共产党人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的一切想法和行为生
发于心，内心有了一以贯之的
力量，心灵就不会染垢蒙尘，
行为才能始终正道直行，不放
纵、不越轨、不逾矩。身为党员
干部，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
义、求的是大我，更应一心为
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一生

“不给组织添麻烦。”
当前，在一些地区一些

部门，作风建设方面仍然存
在群众诟病的问题。享乐奢
靡之风隐形变异，潜滋暗长
腐败问题；利用手中关系和
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利
益……对此，党员干部必须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从严整
治，以风清气正的新气象赢
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
用“家”和“冢”两个字来比
喻家庭建设，强调“对家属子
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
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
个好家庭”。党员干部要保持
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
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
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以好
家风引领全社会好风气。

“欲无度者，其心无度；
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
矣”。党员干部都应牢记，小
事小节中有政治、有方向、有
形象、有人格。要把洁身自好
作为重要标准，自觉改进作
风、抵制歪风、树立新风，不
越界，不逾矩，凡事讲原则，
不给组织添麻烦，当好优良
党风政风的引领者、营造者、
维护者。

党纪学习教育，最重要的
是掌握“六项纪律”的主旨要
义和规定要求，从思想上固本
培元，提高自身免疫力。让“不
给组织添麻烦”成为浸在骨子
里、融在血液里的自觉修养。
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
害”、常破“心中贼”，不断增强
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
力、抵腐定力，练就“金刚不坏
之身”。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
研究员、军事学博士）

“不给组织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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