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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经济工作，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关系至关重要。随着改革进入全面

深化改革阶段和我国整体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

断健全并日趋完善。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

济的局限性，又超越了西方社会对政府与

市场二元对立的认知，使“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努力形

成既“放得开”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同频

共振。其中，“两个毫不动摇”是制度基

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制度基础

和重要载体，“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

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遵循。“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

体，这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是有效市

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同频共振的重

要保证。公有制经济是我国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

导、推动、调控经济的基本力量和重要市

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是要坚持非公有制

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这是

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

求。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占有很重的分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提供了多种市场主体，促进了不同

市场主体的良性竞争，为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良性互动、同频共振提供了良好

的市场生态和必要条件。

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关键在有

为政府。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中，政府始终

处于主动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如何处理

政府与市场关系，主要取决于基本经济

制度、基本政治架构和政府对政府—市

场关系的认知水平以及在处理政府—市

场关系中的价值取向。统筹好有效市场

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主要是从政府的角

度，要求“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

好缺位、越位问题”。有所为，就是要不断

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

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坚决惩治腐败、保

障公共安全等优化市场环境，着力矫正

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使全国统一大

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大舞

台。有所不为，就是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对微观

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主

义和自我小循环。处理好有所为和有所

不为，关键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筹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的领导力量和

根本保证。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

和市场的边界划分、政府和市场自身的

改革和现代化治理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

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

导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

中，形成了一套包含领导体制、发展规

划、机构设置和执行机制在内的严密体

系，实现了政治领导力向经济建设力的

转化，同时也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

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必须进一步加强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形成既“放得开”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黄 锟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指引下，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建设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我们要从“五育并

举五化联动”维度，推动高职院校“大思

政课”建设，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

养深度融合，

从“单一德育”到“五育融合”，构建全

面育人维度。传统思政教育存在“重理论

灌输、轻实践养成”的局限，部分高职院校

思政课仍以课堂讲授为主。“三全育人”视

域下，“大思政课”将打破德育孤岛，将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德、智、体、美、劳五育全

过程。邵阳职业技术学院在教学中，将君

子文化融入毕业设计，如广告专业学生以

“红色文化”为主题创作公益广告，既提升

专业技能，又厚植家国情怀；机电一体化

专业开展“工匠精神”劳动实践周活动，学

生在机床操作中感悟精益求精的职业素

养。这种融合模式使学生对思政课认同度

显著提升。五育并举不是简单叠加，而是

通过课程思政、专业思政的有机渗透，将

价值引领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

从“课堂主导”到“场域拓展”，激活

空间联动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

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

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

当前部分高职院校思政课仍存在“教室

围墙”现象，校外实践稍显不足。“大思政

课”的“大”，本质在于突破空间局限，构

建校内校外联动的育人场域。邵阳职业

技术学院积极探索构建“三维实践场

域”。校内打造“思政+非遗”体验馆，将宝

庆竹刻等传统工艺与思政元素结合，让

学生在雕刻竹质党旗中感悟工匠精神；

校外与湘中地下党支部旧址共建红色教

育基地，师生赴城步老山界开展“重走革

命路”现场教学；网络端开发“VR 思政云

平台”，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长征场

景。这种创新且富有成效的实践教学模

式，倒逼学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优化课

程体系，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从“教师主讲”到“全员协同”，强化主

体联动维度。邵阳职业技术学院大力探索

“全员育人导师制”，要求党政干部、专业

教师、辅导员、企业导师等多元主体协同

参与育人，形成育人共同体。如在实施“三

师联动”过程中，思政课教师负责理论框

架构建，专业课教师挖掘专业蕴含的思政

元素，企业导师分享职场伦理。这种协同

联动使课程思政覆盖率从 2022 年的 45%

提升至 2024 年的 89%，学生对“专业教师

思政教学”的满意度达85%，形成了“人人

都是思政工作者”的育人格局。

从“阶段实施”到“全程贯穿”，突出

时间联动维度。当前高职院校思政教育

存在“阶段性突击”现象，如仅在新生入

学和毕业时开展集中教育，邵阳职业技

术学院将思政教育贯穿学生从入学到就

业的全过程，构建了“三阶递进”育人链

条。入学阶段开展“初心教育”，通过校史

展览、专业认知课培育职业理想；学年中

段实施“匠心培育”，在专业课程中融入

质量意识、创新精神；毕业前夕开展“恒

心塑造”，通过就业指导课强化职业道

德。如对大一新生侧重情感认同教育，通

过红色观影、爱国歌曲传唱等感性方式

培养家国情怀；对大二学生侧重理性认

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论赛；

对大三学生侧重实践转化，组织“思政+

就业”双选会，让企业在考察专业技能的

同时，也关注学生思政素养。这种递进式

设计使思政教育如春雨润物，实现从“要

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从“传统方法”到“数字赋能”，推进技

术联动维度。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数字化

教学资源使用率偏低，而“00后”学生日均

使用智能设备时长超 4.5 小时，技术赋能

成为提升思政课吸引力的关键。邵阳职业

技术学院积极构建“数字思政”生态系统，

开发“思政微课”小程序，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等内容转化为 3～5 分钟短视频，建设

“思政大数据平台”，分析学生在线学习行

为，实现个性化推送，使学习针对性提升

60%；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虚拟思政展

馆”，学生可在虚拟空间与革命先烈“对

话”。利用 AI 聊天机器人开展“24 小时思

政问答”，及时解答学生思想困惑。

“五育并举五化联动”的大思政课建

设模式，是对传统思政教育的系统性重

构。它以“三全育人”为遵循，通过五育融

合打破德育边界，通过场域拓展延伸育

人空间，通过全员协同凝聚育人合力，通

过全程贯穿把握成长规律，通过技术联

动创新育人手段。实践表明，该模式使学

生思政素养测评优秀率从 2022 年的 32%

提升至 2024 年的 67%，教师参与思政教

学的积极性显著提高。

（作者单位：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五育并举五化联动”推动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建设
曾广喜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分

支，其“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始终是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生动注

脚。双清区作为湖湘文化承载地之一，

既有宝庆古城的历史积淀，又有近现

代革命的红色基因，更有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立足湖湘文化

资源优势，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宝庆古城看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融合密码。双清区是邵阳古城

的核心区域，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

国时期的楚国南疆。宝庆府城始建于

汉代，唐宋时期已是“湘中重镇”，明

清时期更因商业繁荣被誉为“宝庆商

埠”。古城墙遗址、东塔、北塔等历史

遗存，见证了湖湘文化与中原文化的

深度交融，体现了湖湘文化对多元文

明的包容吸收。更值得关注的是，双

清区作为宝庆“三刀”（剪刀、菜刀、剃

刀）的发源地，其手工业传统折射出

民族交融的经济基础。清代以来，各

族匠人共同传承“宝庆五金”技艺，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工匠文化”。这

种“技艺共传、生计共依”的历史实

践，正是中华民族从“地域共同体”走

向“经济共同体”的微观缩影。

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看党

领导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邵阳实践。

双清区是邵阳红色革命的重要地标，

其核心载体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

见证了党在抗战时期团结各族人民

共赴国难的历史担当。1938 年，八路

军驻湘通讯处迁至邵阳，周恩来、叶

剑英等曾在此指导湖南抗日救亡运

动。当时，邵阳作为湘西南交通枢纽，

聚集了来自贵州、广西等地的各族青

年，传播抗日救国主张。在双清区的

“邵阳党史陈列馆”中，珍藏着一面特

殊的旗帜——湘西苗族同胞为支援

衡阳保卫战，自发编织的“苗绣抗战

旗”。这一切，无不深刻诠释“中华民

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以文化传承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近年来，双清区通过“历史遗存+

红色IP+非遗活化+惠民服务”的四维

模式，构建了湖湘文化共同体叙事的

典型样本。双清区是“宝庆竹刻”的发

源地，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史，本身就是一部多民族文化交

融史。其技艺融合了苗族的“银饰錾

刻”、侗族的“木雕彩绘”与汉族的“文人

书画”，其文化内核体现了中华民族“和

合共生”的哲学思想。宝庆竹刻的竹子

在中原文化中象征“虚怀若谷”，在苗族

文化中寓意“坚韧不拔”，在侗族文化中

代表“生命繁衍”。这种“一物多义、多元

共生”的文化表达，正是中华民族“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理念的生动

体现。为促进文化传承，双清区加强对

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37

所中小学纳入8+N结对共建，采取结

对共建、“家庭学校社会”共育、开展“非

遗润校园·社团绽芳华”活动等，让各民

族师生与各族群众一道，“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

（作者单位：双清区华竹小学）

以湖湘文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刘 荣

《论语》里有这么一段对话：“孔

子曰：莫我知也乎！子贡曰：何为其

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翻译成

大白话，就是孔夫子大发感慨：“这

个世界没有人了解我啊！”他的学生

子贡以为老师郁闷，就问：“老师啊，

怎么就没有人了解你呢？”孔夫子回

答：“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向下学习

人情事理，向上领悟天命真理。了解

我的大概只有天了！”年轻时不懂这

段话，中年时也不太懂这段话，老年

时历经人事沧桑，才基本上弄懂了

这段话的意思。孔子一生经历了多

重磨难，幼年丧父、少年丧母、中年

政治失意，周游列国不受欢迎，有时

连饭都吃不上，饿得前肚皮贴后背，

晚年丧子丧徒……但他内心仍然快

乐，没有什么抱怨。对人也好，对事

也好，对社会也好，永远保持内心平

静如水，温暖而仁爱。靠的是什么，

就是靠的这两个“不”——“不怨天，

不尤人”。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

总是有人埋三怨四，或因工作不顺

而埋怨环境不公，或因钱不够花而

埋怨薪资太少，特别是在高考或公

考时，因失利而埋怨题目太难，所以

总是不快乐。

北宋文豪苏东坡，在屡遭贬谪

时仍能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

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被贬黄州时，

没有抱怨仕途坎坷，反而在耕种东

坡荒地时体悟到“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豁达。他将逆境

化作生活的诗意，在柴米油盐尚且

不足中寻得内心的平静。他深深地

懂得，不怨天尤人，才能与命运和

解。这是一种让心灵获得自由的坦

然之乐。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

邓亚萍曾因身材矮小而被认为“不

适合打球”，但她没有抱怨命运不

公，而是用比别人多十倍的训练量

来证明自己。当她在赛场上一次次

挥拍绝杀，手捧冠军奖杯，致敬国旗

升起，那份用汗水换来的成功之乐，

远比抱怨更有份量。就像沙漠中的

胡杨，不抱怨水源稀缺，而是将根扎

得更深，才成就了“生而千年不死，

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神

话。作家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后，曾一

度抱怨命运的残酷，但当他坐在地

坛中观察落叶、昆虫与夕阳时，渐渐

懂得：“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

边缘，那么就让我在悬崖上坐下来，

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他不

再纠结于失去双腿，而是用文字拥

抱世界，在写作中找到了生活的快

乐。城步苗族姑娘杨淑亭，因车祸而

高位截肢，虽然身体残疾，但她没有

怨天尤人，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而

是用她第一次挣来的7.7元钱，创建

了“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身体力行践行善心善举，坚持不懈

地传播社会正能量，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她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

手标兵”“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

号，5 次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接见，成就了她的创业与助人之乐。

说说我自己，一路走来，也有

跌跌撞撞，曾有人不准我升学、不

准我招工、不准我进步……但我从

不怨恨别人，更没想过要伤害别

人，也不抱怨生活和命运。虽然心

里偶尔有些不愉快，但终于还是笑

呵呵地走到了今天。我明白，生活

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怨天尤人只

会像往清水中不断倒苦药，让日子

越来越难下咽。而不怨天尤人，就

像是倒掉生活中的苦水，重新加入

清水，使日子变得清爽可口。

一味怨天尤人，又不能改变什

么，只会徒增烦恼而已，何必呢。你

埋怨工作环境不好，工作环境就会

为你而改变？你埋怨薪资太少，单位

无缘无故会为你加薪？你埋怨考试

题目太难，题目就会做了？不可能的

事。愿我们都能从《论语》中学到不

怨天尤人的智慧，把怨天尤人的时

间用来读书、用来运动、用来创业、

用来陪伴家人，用仁爱代替怨天尤

人，以热爱回应平凡生活，我们的内

心就会变得阳光、轻松、干净。拥有

一颗没有怨天尤人的心、一颗健康

仁爱的心的人，肯定会快乐多多。

快 乐 人 生
老 红

一带云山如梦里  刘人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