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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改革发展

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要

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实践证明，抓作风建

设最重要的是讲认真。”他在浙江工作时

指 出 :“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文 风 也 体 现 作 风 ，

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我们党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一直以来特别注重

培育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风 ，倡导简明

得体、务实有效的文风。我们要通过改进

文风优化作风，把“长”“空”“假”的东西

删去、丢掉，在“短”“实”“新”三个字上下

足功夫。

在“短”字上下功夫，删繁就简、直截

了当。“短”，就是简短精练，直截了当，观

点鲜明，突出重点。正如清代书画家郑板

桥所题书斋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

新 二 月 花 ”所 示 ，党 内 文 风 要 力 求 一 个

“短”字，力求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观点鲜

明、重点突出。从文件的角度看，“短”就是

要讲究简明扼要、言之有物，做到微言大

义、深入浅出，让执行文件的人一看就懂。

从讲话的角度看，“短”就是要求说清楚、

讲明白即可，避免没完没了、拖泥带水，用

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 、说深 、说

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当然，

提倡短文、短话，并不是说凡是长文就一

定不好，有些重要的内容、深邃的道理，还

是需要一定篇幅才能够阐述清楚、讲解透

彻。因此，应该辩证看待“短”，当长则长、

当短则短，倡导短风、狠刹长风。

在“实”字上下功夫，实事求是、切实

可行。“实”，就是要讲切合实际的话，不讲

好高骛远的话；讲务实管用的话，不讲夸

夸其谈的话；讲深入浅出的话，不讲照本

宣科的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

方法 、工作方法 、领导方法。具体到文风

上，“实”就是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切实可

行。无论是讲话稿，还是工作汇报，都应该

实实在在，讲开门见山的直白话，不绕弯

子、不故作高深，客观全面。发扬“实”的文

风，应该深入理解屈原《九章·抽思》中的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大意就

是自身的美德无法向他人索取，远播的美

名不可能是虚假造作。联系到改文风上，

就是在办文发文、讲话汇报时应该多一些

实在，少一些“假大空”，也不能讲成绩多、

摆问题少，讲问题遮遮掩掩，讲成绩夸大

其词。

在“新”字上下功夫，推陈出新、破旧

立 新 。“ 新 ”，就 是 思 想 深 刻 ，富 有 新 意 ，

“新”在直面问题上有新发现、新梳理、新

归纳；“新”在解决问题时有新思路、新办

法、新举措；“新”在角度新、观点新、语言

新；“新”在富有个性、特色鲜明、生动活

泼。从宏观方面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

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还有许多未

知领域，需要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

改革来推动事业发展。从微观方面看，立

足新征程、新起点，推进落实好党中央部

署的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有新担当、新作

为。以新文风抒写新气象，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决不能因循守旧，要不断推陈出新、

破旧立新，不断守正创新、革故鼎新。只有

这样才能既在文风话风上让人感觉得到

耳目一新，也在事业发展上让人看得到焕

然一新。

（作者单位：市委政研室）

以 好 文 风 带 动 好 作 风
刘 泉

我市某大学为推行校区“禁

摩 限 电 ”工 作 ，一 律 不 准 电 动

车 、摩 托 车 进 入 校 园 。于 是 ，许

多 学 生 就 把 电 动 车 、摩 托 车 停

放 在 校 区 的 出 入 口 处 ，引 发 附

近居民关切。

将校内的电动车、摩托车清

空，虽能防止校园内违规骑行，维

护校园安全，但这种未充分考虑

学校周边复杂环境的简单化的解

决办法，实际上是将校内问题转

移到校外，产生了新问题。

这类简单化管理现象并非个

例，在其他领域、其他地方也不同

程度存在。比如，一说加强管理，

就简单地限字当头、念起“禁字

诀”；一说重视某方面工作，就祭

出“一票否决”的杀手锏；某项活

动出了问题，于是其他活动一律

叫停；因一家企业排放不合规不

达标，或发生事故，干脆让所有企

业一律停工停产，大搞“一刀切”。

如此，非但没解决问题，反而可能

引发更大问题。

因 此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应 杜

绝“ 简 单 化 解 决 问 题 ”的 观 念

与 做 法 ，要 提 高 思 想 觉 悟 ，树

立 全 局 观 念 ，化 解 矛 盾 问 题 ；

要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掌 握 真 实 情

况 ，遵 循 客 观 规 律 ，综 合 施 策 ，

采 取 行 之 有 效 的 解 决 办 法 ，彻

底解决问题。

解 决 问 题 应 综 合 施 策
王朝帅

有两个局长对待下属缺点所持的两种态度，很

耐人寻味。

A 局局长性格耿直，处事公道，爱憎分明。他一

旦发现下属哪方面做得不对、存在不足，便一针见血

当场指出，然后采取批评、教育、谈心等方式，帮助其

克服缺点，改正不足，整个单位团结一致，事业蒸蒸

日上。而 B 局局长却恰恰相反，他明知下属做得不

对，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即使碰到上面检查发现

问题出在某个人身上时，他明里批评却暗里袒护、施

以援手，虽能揭短却避重就轻、敷衍了事。结果，后来

有下属因为工作出现重大失误被上级处理，局长本

人也受到处罚。

两个局长，一个帮人补短，一个为人护短，态度

不同，方法相异，结果也大相径庭。这充分说明：护短

误事误人，补短利事利人。然而，现实中个别领导干

部明知护短有害而无利，为何又偏偏为之？究其原

因，一是不愿伤下属自尊，有“护犊子”心态，类似于

一些父母对子女的溺爱；二是乐当老好人，不愿因得

罪人而失去大家支持，所以保持“一团和气”；三是从

维护部门或单位“形象”出发，信奉“家丑不可外扬”；

四是或与下属存在利益关系，担心“城门失火，殃及

池鱼”。

无论出于哪种想法和原因，护短对工作、事业以

及当事人都会造成致命的“硬伤”。放任下属，不愿揭

短补短，很容易导致小错变成大患，最终害了下属；

为维护部门利益而采取“好人主义”的态度，可能会

得利于一时，但时间一长终究会“纸包不住火”。至于

因利益关系而护短的行为，更是见不得阳光，迟早会

受到法律制裁。

作为单位的主要领导，肩负着带队伍、抓工作的

责任，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只有带好队伍才能抓好工

作，而带好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正确对待下

属的缺点和不足。为此，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

秉持公心，坚持原则，真正从推动工作和促进事业发

展出发，从关心和爱护下属出发，大胆拿起批评的武

器，切实帮助下属正视缺点、弥补不足、改正错误，努

力做到帮人补短而不护短，从而促进队伍健康成长，

推动事业持续发展。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

多“补短”莫“护短”
刘克勤

随着数字化浪潮兴起，“指

尖办公”在赋能基层的同时，也

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异化成了滋

生形式主义的温床。今年以来，

浙江部署开展“屏幕中的形式主

义”专项整治行动，对全省各级

各单位公务视频、PPT 等情况进

行大排查、大起底，全面摸清底

数、掌握情况、督促整改，推动公

务政务活动中的视频、PPT“减

量、减费、减负”，力求做到谋实

事、务实功、求实效。浙江的做法

值得推广。

基 层 干 部 述 职 被 要 求 做

PPT，汇报、迎检等活动需短视频

“撑场面”，网络“留痕”现象在一

些地方的基层政务中频频“露脸”

……与传统的形式主义相比，“屏

幕中的形式主义”虽形式新颖，但

本质并无差别，依然会增加财政

负担、损害政府形象，依然是忽视

实际、脱离群众。正因此，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必须持之以

恒抓下去。

从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下基

层开展公务活动“不得以观看视

频方式听取成效和经验类工作

汇报”，到进一步规定各级各类

工作会议“原则上不以视频方式

营造氛围、汇报工作、介绍情况、

部署任务”，再到提出确需制作

视频要符合“勤俭节约、务实管

用”原则，这些“颗粒度”越来越

细的规定背后，是求真务实的体

现，也是“过紧日子”的要求。聚

焦“小切口”设定“硬约束”，才能

压缩模糊空间地带，答好基层减

负“关键题”。

形式主义具有顽固性、反复

性和隐蔽性。从靶向治理的角度

讲，以明示的制度达到事前预防

是一方面，以强化监督达到事后

纠偏是另一重要方面。从各地实

践 看 ，有 地 方 不 断 创 新 监 督 方

式，通过财会监督和审计监督等

加强对公务视频制作使用的管

理；有地方建立健全常态化问题

核查通报机制，对违规制作使用

公务视频的情况，发现一起、通

报一起，起到教育一片、警示一

片的效果……勇于打破“做得好

不如拍得好”的怪圈，真正让基

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

脱出来，方能更好提能力、解民

忧、促发展。

说到底，“屏幕中的形式主

义”是“数字热”背景下出现的副

产品，在强调“做减法”的同时，

强化数据赋能“做加法”同样不

容忽视。浙江贯通构建“农呼我

应”快速响应机制，建立农户统

一应答中心，推动服务需求在 48

小 时 内 办 结 ；广 东 在 农 村 推 广

“粤智助”平台，实现高频政务服

务就近自助办理……这些以实

际行动践行“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改革初衷的举措，证明

“小屏幕”也可以成为服务群众

的“大舞台”。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

杂，唯有锚定突出问题，向作风之

弊亮剑，才能让广大基层干部放

开手脚闯、卸下包袱干。

警惕形式主义向“屏幕”蔓延
辛 静

又是一年高考季。每到高考，

家长们送考的花样越来越多，走出

考场的学子们也越来越自信从容。

与考场内的紧张严肃氛围相比，考

场外更多是“抬眸四顾乾坤阔，日

月星辰任我攀”的淡定与洒脱。

当家长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孩

子参与高考的经历本身，老师告诫

学生奋斗的青春比分数更珍贵之

时，高考，这个曾被看作“成败在

此一役”的重要时刻，渐渐显现出

一种可贵的松弛感。

这份松弛绝不等于松懈，而是

人们教育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自然

回响。“一考定终身”的观念正被

多 元 化 成 长 路 径 所 取 代 ，新 兴 行

业 不 断 涌 现 ，职 校 学 生 也 能 成 为

大 厂 白 领 ，大 学 生 实 现 个 人 理 想

的 领 域 更 加 广 阔 ，无 数 路 径 都 能

通往可期的未来，此时，高考的意

义 也 在 悄 然 改 变 ，虽 然 它 依 旧 是

人生的重要阶梯 ，却不再是影响

人生走向的唯一的通道。

松弛感的背后，恰恰体现的是教育的智慧。

分数不是决定成功的唯一标尺，而在于与同学相

处和刻苦学习中养成的善良、坚韧、创造力，在应

对竞争时的从容心态，这一切，将能引领学子们

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正如教育家杜威所说：“教育即生长。”教育

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命如何从容生长的艺术。它

的价值，在于滋养个体内在的力量，绝非一场考

试所能界定。

高考，从一场牵动全民神经的重大考验，变

为个体生命里的成长印记。当社会的目光学会温

柔注视，当对高分的期待化为静待花开，这份考

场外的松弛感，将是学子们驶向飞驰人生的珍贵

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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