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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桥 廖永兴 摄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习近平总书
记叮嘱年轻干部，要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
最硬的骨头、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
题、破解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沉得下去”，
多经历“风吹浪打”、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
蚁”，不断增强本领、提升能力，才能“提得
上来”，更加坚定从容地为党和人民做事。

学习“沉下去”，能力“提上来”。“君子
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学习进步始
终是每个人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在新时
代、新任务面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
的“折旧率”越来越高，今天拥有的知识，明
天就可能过时。学习不仅是立身之基，也是
提高能力素质、挑起事业重担的迫切需要。
只有“沉下去”不断学习和实践，把个人综
合能力“提上来”，才能不断提高思维水平，
拓宽知识视野，优化能力结构，增强解决问
题、干好工作的本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身子“沉下去”，作风“提上来”。不到现
场、不下苦功，怎么能做到心中有数？不到
实践一线怎能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党员干部要在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
地”上，拿出“蹲下身子”的姿态、“看清蚂
蚁”的劲头，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把作风提上来，在落细落小中摸清基层
建设的实情、把握事业发展的规律，找到推
动工作提质增效的思路办法。对重大问题
的研究，要注重征求群众的意见，对贯彻工
作落实决策部署情况，要经常深入到群众
中去了解，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不断提
高工作落实质量。

心思“沉下去”，办法“提上来”。坐在办
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
是办法。党员干部要走出机关，深入到基层
去，同人民群众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知
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广大党
员干部要将心思“沉下去”，拿出“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闯劲，甩开膀子、迈开步

子，走进田间地头、群众家中、工厂车间，面
对面、膝促膝交流，耐心听诉求，虚心听意
见，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盼，把群
众呼声“捞”上来，把发展问题难点堵点

“诊”出来，把破题的实招硬策“研”出来，为
群众真纾困、纾真困，用自己的“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凝聚起推动邵阳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服务“沉下去”满意度“提上来”。基层是
服务群众的窗口，群众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
要跟进到哪里。既要到群众中开门听意见，也
要上门问发展建议，还要把办公桌从机关大
院里挪到基层一线，变成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的“谈心桌”、共同商讨的“议事桌”、解决矛盾
的“调解桌”，变“会场”为“现场”，针对群众反
映的突出问题，既要现场就办，也要急事急
办，把问题困难解决在群众“家门口”。以“一
日无为、三日难安”的劲头，办好惠民生、暖民
心、顺民意的事，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沉得下去”方能“提得上来”
刘仕斌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
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
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
由人民共享。广大党员干部要学
深悟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以实干实绩写好改革为民答卷。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问政于
民”，笃定“听民声、察民情”为民
之志。“行大道、民为本。”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执政理
念，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
向。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政治导
向，从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
所急中知晓人民得与失，把个人

“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始终保
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要一如
既往听民声、察民情，关心群众
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

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
等急难愁盼问题，将“民之所盼”
作为“改革之所向”。要聚焦群众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的
放矢补短板、强弱项、促发展，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问政
于民”中明确改革方向。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问需于
民”，恪守“顺民意、解民忧”为民
之责。“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变革
的推动者，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主体力量。在深化改革具体
实践中，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需
求导向，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

什么，深化改革就要抓住什么、
推进什么。要主动履职尽责，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永恒
不变的宗旨。要敢为人先、开拓
创新、砥砺奋进，坚持以推进高
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要

“问需于民”，充分尊重人民意见
建议，瞄准民生堵点、难点、痛点
问题抓改革落实。

在 全 面 深 改 中“ 问 效 于
民”，常兴“办民事、惠民生”为
民之举。“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人民是评价改革成效的主
体。党员干部要坚持效果导向，
践行“四下基层”，用活“枫桥经

验”，既要守住“小的”、又要争
取“大的”，还要创造“新的”，以
改革之力为民服好务解好忧谋
好利。要能办事、办成事、不出
事，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办民
事、惠民生”中检验虚与实。要
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
劲往一处使，以钉钉子精神为
群众出实招、办实事、谋实效。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坚 守 改 革 为 民 立 场
胡南春

一位驻村干部借进城开会
的机会顺便回家看看，刚进家门
不久，便接到电话“报警”：李姓
村民和王姓村民为争地基闹得
不可开交，双方矛盾有激烈升级
之势。这位驻村干部听后质疑地
说：“不会吧？我昨天还和老李在
一块呢，怎么没听他说什么呢？”
然而事实上，该村李姓与王姓村
民为地基产生的隔阂由来已久，
这位驻村干部虽然天天与村民
呆在一起，却听不到一点反映，
全然不知个中原由。以至矛盾激
化时，还在莫名其妙。

透过这位驻村干部身在村
中、不知民意的现象，笔者想到
了两个关键词：贴近与贴心。

贴近与贴心，虽仅一字之
差，意义却相去甚远。贴近是空
间距离的缩短，贴心是心理距离
的拉近。对于肩负着“察民情、知
民意、解民忧、帮民富”重任的驻
村干部来说，走近群众、贴近群
众只是手段，真正走进群众的内
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解决他们的所忧所盼才是目的。
因而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你在天涯、我在海角，而是

我就在你的身边，你却感受不到
我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到贴近
并不难，做到贴心却不易。首先要
自觉去掉“官味”，摆正位置。有个
别干部，出行时爱端个架子，讲话
爱打个官腔，举手投足间“官味”
很浓，无形中就同群众产生了距
离，滋生了隔阂，群众就会对你敬
而远之，尽管你身在群众中，却访
不来真情，察不出民意。

相反，如果你消除身上的
“官味”，把位置摆正，把心思用
对，对群众怀有真情实感，群众
自不会拿你当官看待，而是拿你
当亲人，当朋友，当主心骨。其次
要学会以心换心，换位思考。就
是要与老百姓换换角色，站在老
百姓的立场上，用群众的眼光看
问题，多与群众打成一片，心贴
心，多交心，多话家常，多问难
事，为群众设身处地思考，尽心
竭力笃行，这样我们的决策就会
更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更能体现
老百姓的利益，也就会赢得人民
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退休干部）

贴 心 才 是 真 贴 近
刘克勤

9 月 30 日是中国烈士纪
念日。英雄不朽，家国永念。
在和平幸福的日子里，我们
更加怀念“愿拼热血卫吾华”
的烈士，更加怀念“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
英雄。我们更应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为民情怀、擦亮担当
底色，书写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的华章。

追忆红色历史，常思信
仰之源，涵养“甘将热血沃中
华”的爱国情怀。要传承英烈
们的浩然正气、卓绝意志。先
烈千万，忠魂浩荡。“由此上
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
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
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
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
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祭文，作
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抒
发哀思，寄托怀念，激励生
者。“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
的功勋永垂不朽”。历史的天
空，传扬着无数共产党人的
铿锵话语——夏明翰的“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焦裕
禄的“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
心改变兰考面貌”；余旭的“我
期待在飞翔之路上能多添几
笔，把每一笔都当作书签，收
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页”；陈
祥榕的“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每一位英雄烈士，都
是一座精神丰碑；每一次对英
烈的缅怀，都是一次精神传
承。吾辈要传承好英烈们为党
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死而后
已的坚定信仰和献身精神，坚
定跟党走、听党话，经受风高
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
验，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奋斗者。

追寻“榜样力量”，勤思
入党初心，永葆“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为民情怀。先烈是路
标，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指引

我们该往哪里去。陈独秀、李
大钊放弃高薪安稳日子，相
约建党，点燃“为人民谋幸
福”的红色火苗；孔繁森笃信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
洒高原”；谷文昌誓言“不制
服 风 沙 ，就 让 风 沙 把 我 埋
掉”；黄文秀以青春和生命践
行“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
人民”……初心百年，历久弥
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员干部
要学习先辈先烈鱼水情深的
为民情怀，始终秉承“把屁股
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面”的工作理念，切实把“问
题清单”转化成“履职清单”

“成效清单”，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争做矢志为民造福的“奉
献者”，用自己的“辛苦指数”
换取群众“幸福指数”。

追随“时代步伐”，广思
担当之路，汲取“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奋进力量。大道蕴于
历史，伟业成于奋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
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
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最好的缅怀是传承，最好的
纪念是奋斗。广大党员干部
要擦亮担当底色，做起而行
之的行动者、攻坚克难的奋
斗者，主动到条件艰苦的基
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
关的前沿去“吃苦”“打磨”，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
劲 ，不 断 跨 越 新 的“ 雪 山 ”

“草地”，攻克新的“娄山关”
“腊子口”，用实际行动践行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
铮誓言，用满怀的激情、昂扬
的姿态做好每一件事、完成
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
责，谱写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中国式现代
化新篇章。
（作者单位：北塔区委党校）

将英雄精神融入血脉
李忠华

时常在党员警示教育活
动中了解到一些贪腐案件，
其中的当事人不能说法纪条
规没学、不懂，有的台上讲话
一套套的，教训他人一条条
的，心得体会一篇篇的，理论
水平、讲话水平要高度有高
度，要深度有深度。可为什么
还是犯事了，有的还犯大事
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监
督缺位。

人，是动物世界中的一
员，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
人，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
大官还是小吏，无论是名人还
是老百姓，其作为人的属性一
点不少，都是优点加缺点的结
合体，只是优点多还是缺点
多、人性多还是动物性多的问
题。就党员干部来说，则是党
性多还是非党性多的问题。

因此，监督不可或缺。未
成年人需要监护，就是监督加
保护；成年人需要监督，因为
有缺点和私心；尤其是党员干
部需要监督，因为有些人没有
在思想上入党或者思想滑坡、
行为堕落。“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
政息。”

党员干部需要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纪检监督。特别要
敢于发动群众，把群众监督放

在第一，形成群众监督的汪洋
大海，如果这样，贪腐分子就
没有了藏身之处。

监督要做到防微杜渐，从
没有问题、问题很小、问题很
少的时候开始。原浙江杭州市
人称“许三多”的副市长许迈
永在临上刑场前哀叹：我的问
题早被发现多好，不至于死
啊。《芒山盗》载，古时一位母
亲溺爱孩子，孩子“少时盗一
菜一薪，吾母见而喜之”，从小
偷针到长大偷金，直至杀人犯
了死罪，刑场上提出再吸一次
母亲的乳汁，最后恨恨地咬掉
母亲的乳头，这是他在恨母亲
从小不教呀。对党员干部的监
督也是这样，在想腐的时候被
警示，在问题萌芽的时候被发
现，进行党纪处理，比酿成大
错被法律制裁，牢底坐穿，永
久失去自由，乃至判处死刑，
丢掉性命，要好很多。从某种
意义上讲，这就是保护干部。
虽然说“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但如果在问题萌芽时就
织起监督的“天网”，结果就会
大不一样。

坚持走群众路线，确保监
督到位，有利于教育和保护干
部，也有利于降低反腐和党的
自我革命的成本，更有利于干
部成长、事业发展。

（作者单位：市老干部局）

让监督的“探照灯”全覆盖
李振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