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稳定任
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
战之多前所未有，治国理政考
验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新作
为。新的形势要求党员干部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问政
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使
改革过程和结果更加符合人民
的期望和要求。然而，在实际工
作中，却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思
想观念上和具体行动上存有偏
差，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听不得

“抱怨”、见不得“冷眼”，工作积
极性受到影响。

比如，个别党员干部网上被
网友“拍了几砖”、被当面“提了
意见”、被背后“骂了几句”，就责
怪群众“无知”，责骂群众是“刁
民”，责难群众“胡说八道”，看似

“满腹委屈”，实则“丢人现眼”。
殊不知：群众的话语最真实，纵
然真话难听、实话刺耳，但都是
来自群众心底的声音。

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鸣。
抱怨的骂声是民声，也是政声。
骂声，来自不平，有火气、怒气，
甚至怨气。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得不到及时稳妥重视和解决，长
久积压，自然会骂声一片。可见，
群众的叫骂抱怨声中隐藏着大
量的民生问题。叫骂抱怨声多，
直接说明自己或者部门工作上
有问题，或有很大纰漏。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
利于行。对待群众“抱怨”的姿态
反映对待群众的态度，折射出

“群众观”。有的干部“身正不怕
影子斜”，走到群众中间，自然不
会恐惧群众的“抱怨”，总是以平
易亲切的姿态赢得群众叫好声；
而有的官员腹有私心，敷衍塞

责，自然也难以避免遭遇“身后
抱怨叫骂声”的尴尬。

赢得叫好声还是遭受叫骂
声，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干部是否
勤政为民，心中究竟有没有群众
的地位。你的心中有群众的位
置，群众的心中自然给你留位
置。古往今来，敢听群众呼声，能
听百姓心声的党员干部，所做之
事便深得民心，备受赞誉。善于
倾听，既是党性修养和人生境界
的体现，也是从政为官的责任和
要求。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认识上
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实践中的
每一个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广
大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天津“一
颗印章管审批”、浙江“最多跑一
次”、福建“三明医改”……这些
闪烁着基层群众智慧的改革方
案应运而生、逐步推广，深刻印
证了只要真心拜人民为师，就能
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
理论智慧。一个个鲜活事例给我
们启示：把群众骂声和抱怨声当
成第一信号，才能把准民情的
脉，贴近群众的心。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
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
么。”广大党员干部要直面矛盾
和问题，直面群众的“抱怨声”，
善于及时正确应对现实生活中
的热点、群众思想认识上的堵
点、百姓揪心烦心的难点，自觉
从群众的抱怨叫骂声中找到自
己工作的短板，坚持从群众最关
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入手，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
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真
正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叫
好声。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员、军事学博士）

从群众抱怨中找工作“短板”
鲁闻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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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后期，各
级党组织发动广大党员干部举办以
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题的多种形式
恳谈会、座谈会。同事之间、上下级
之间、组织对个人之间互相提意见、
点问题，对事不对人，进行批评帮
助，这无疑是件大好事。但在具体操
作过程中，有些同志却沿用了一种

“点到为止”的方法，达不到应有的
效果。

具体表现在提意见时，有人往往
不愿捅破窗户纸，说暗话；裹着“糖
衣”点问题，说甜话；不愿多费口舌，
说短话；满足于只说一次，轻言细语，
含而不露等。不可否认，如今大家自
尊心强、文化层次高、思维敏捷，一般
情况下“响鼓不用重槌敲”，点到为止
有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凡
事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异，许多情况
下仅仅满足于“点到为止”，并不能达
到良好效果。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点出党纪学习教育存在不足的目
的，是为了给他人指出问题、指点迷
津，使其自我醒悟，看到存在的问
题，认清其危害性，明确改进办法，
帮助当事人改正错误。这是为了用
他人最易于接受的办法，来提高工
作效果。但是做任何事情在讲究方
式方法的同时，还要注重追求自身
工作目标。在当事人还没有醒悟时
即停止指点，就失去了指点的实际
意义。因此，不能仅仅“点到为止”，
要始终把让他人真正改正思想认识
上、工作作风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作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标。具体
操作中，要对那些点到了就能真正
醒悟的人，可以点到为止；但对那些
并非只点一次才能醒悟的人，则要

“明点”“重复点”，必要时还要大喝
一声，使其醒悟；需要直言不讳时，
就要打开天窗说亮话；需要苦口婆

心时，就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劝说等
等，直到其彻底醒悟。

仅仅满足于“点到为止”的同
志，多数是将“轻轻一点”的实际效
果估计过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特
殊性。同时，也有少数同志指导思想
不端正，认为“点到为止”既不得罪
人，又不用做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
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推托：“我提醒
他了，他不听，有什么办法”。实际
上，这是推卸责任和为人处世偷奸
耍滑的做法，是对同志极不负责的
表现。因此，我们在指导帮助他人提
高思想认识、改正缺点或错误时，不
仅要看为对方提过几次醒，更要看
到对方能否真正从迷茫中醒悟过
来，转变思想，改正错误，克服缺点，
有所进步，这样才算达到了教育的
目的。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
干部）

仅仅“点到”未可“止”
刘克勤

当前，由于内外环境变化等各
种原因，导致不少企业优化裁员，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许多原在一二
线城市头部企业工作的员工，放下
身价，应聘到四五线城市的腰部或
尾部企业上班。这种“高不成则低
就”的做法，化解了员工的就业困
境，并为中小城市缺乏人才的企业
注入了新鲜血液，可谓一举两得。

其实，这种“高不成则低就”的
做法，就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求职策
略。比如，有些博士、硕士生应聘基
层岗位，跑外卖，去中小学当老师，
大学生去企业生产一线当装配工，
做家政服务等等，像这样先生存，后
选择，有利于促进我国人才供求平
衡，助力实体经济和新经济形态的
发展，也为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
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无疑是一
项难度较大的挑战。面对众多求职
者，招聘单位往往提高了录用标
准，使求职者感受到很大压力。在
这种背景下，“高不成则低就”无疑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求职思路和生
存之道。求职者通过降低自己的期
望值和工作要求，以适应更多岗
位，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主动，获得
成功。这种策略并不是放弃追求，
而是通过暂时的退让，寻求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首先，“高不成则低就”可以帮

助求职者拓宽就业范围。在求职过
程中，许多人往往只盯着那些头部
企业“高大上”的职位，忽略了其他
企业的普通岗位。然而，市场上真
正高薪高职的岗位毕竟有限，竞争
异常激烈。如果能够适当降低职位
要求，比如从管理岗位转向基础岗
位，从专业对口转向通用岗位，就
会发现更多机会。这种转变不仅增
加了就业几率，还能在不同岗位上
积累更多经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而有些中层管理或
技术人员，从大城市头部企业被裁
员后，不愿降低自身要求去小城市
就业，结果很久都找不到如意工
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随
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就业策略，是
不可取的。

其次，“高不成则低就”有助于
提升求职者的竞争力。在职场上，
能力与职位的匹配度非常重要。如
果一味追求高职位，而自身能力尚
未达到要求，自然会在求职中屡屡
受挫。反之，如果能够调整心态，从
较低层次的职位做起，逐步提升自
己的能力，就能在工作中表现出
色，获得更多晋升机会。同时，这种
策略还能帮助求职者在工作中保

持积极态度，因为相对于自己的能
力水平，工作难度较低，更容易获
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再者，“高不成则低就”能够增
强求职者的抗风险能力。在经济环
境不断变化的今天，职场竞争日益
激烈，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
处于职业顶峰。“高不成则低就”，
求职者可以在职业生涯中保持灵
活性，当面临行业调整或公司裁
员时，能够迅速找到新的工作机
会。这不仅能提高求职者的生存
能 力 ，还 能 在 不 同 环 境 中锻炼适
应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增加更
多可能性。

当然，“高不成则低就”并不是
一味地降低要求，而是在合理范围
内调整期望值。求职者应该根据自
己的能力和职业规划，灵活选择岗
位。同时，在工作中应保持学习和
进步的态度，不断提升自己的能
力，寻求更高层次发展。

“高不成则低就”，不仅是一种
求职技巧，更是一种职业发展智
慧，能够让求职者在复杂的职场环
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邵阳人，现居浙江永康）

高 不 成 则 低 就
黄 田

“拿捏”这个词语，有把握、
掌握的意思。能够“拿捏”某个
人、某种事、某种权力，成了某
些人炫耀自身“能量”的资本。
但我想说的是，与其不惜代价
去“拿捏”他人，不如规规矩矩
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学会“拿
捏”自己。

一是“拿捏”自己的不足。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缺点。但凡成功的人，一
定会看清自己的缺点，将那些有
碍于自身成长发展的杂草一一
根除。不少人在位卑言轻时，经
常受到长者的点拨，领导的批
评，头脑还比较清醒，但随着地
位的提高，听到的批评越来越
少，自己的缺点也就越来越模
糊，有的甚至连缺点也看成了优
点。有的人明知自己有缺点，却
总以“办大事者不拘小节”来原
谅自己，等到“小洞不补，大洞吃
苦”之时，想回头也无法回头了。
党员干部“拿捏”自己的缺点和
不足，至关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党
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
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
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事事见
微知著，只有这样，才不会在这
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迷失自己的
方向。

二是“拿捏”自己的工作。
记得有一位领导多次说过这样
的话：“工作干好了什么都好
说。”这虽有些偏颇，但也是大
实话。很多人为什么想去“拿
捏”各种关系，就是对自己的工
作表现缺乏信心，想通过“拿
捏”各种关系来弥补。一门心思

拉关系的人，其实是最没本事
的人。比如你想要求进步，自己
能力很强，工作出类拔萃，领导
正需要你这样的人，还不会用
你吗？你想评先进，平时工作成
绩优异，群众基础好，领导信得
过，还用得着去拿捏关系吗？你
想得到群众好评，要从内心深
处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站稳人民立
场，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
群众自然会投你的赞成票。可
见，把工作干得红红火火，机会
来了，“什么都好说”了。

三是“拿捏”自己的心态。
境由心造，心静气平。不能看到
别人进步了，就认为别人“拿
捏”了领导，自己没有去“拿
捏”；不要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
比不上别人，就错误地认为自
己没有把关系“拿捏”好；不要
因为自己在民主测评中得票率
不高，就认为群众对自己另眼
相看。这些都是因为心态没有
摆正，看问题的角度偏颇带来
的后果。想进步晋职，关键要看
符不符合提升的标准，比不上
别人的事不必去硬争，而是顺
其自然最好。想得先进也是好
事，但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和水
平行不行，所负责的工作如果
没有起色，甚至越来越差，说明
要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想得
到群众的好评更是好事，只要
你一心为公，真心为民，踏实干
事，真心为老百姓做事，不用你
去“拿捏”，群众自有好评。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更要“拿捏”自己
刘仕斌

侗寨情 廖永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