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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华灯初上，笔
者到西苑公园散步，人流很多。在路
上，两位行人不小心撞了一下。“对不
起！”两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这一幕
让人感到，我们城市的变化真不小，市
民素质显著提高，脏话粗话少了，文明
语言多了。

走在公园广场上，到处都可以看到
有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景观宣传牌，
非常醒目，让广大市民对创文工作的认
识更加深入。整个广场干净整洁，地上
也不见果皮纸屑、垃圾杂物。一名正在
剥着橘子吃的小女孩，把橘子皮放在塑
料袋里，然后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创文改变生活。创文的过程，其实
就是提升城市形象的过程，是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是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也是提
升市民素质、提振市民精神状态的过
程。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城市的环境卫
生、市容市貌、公共秩序、基础设施、市
民文明素养等有了很大变化和提升，
助人为乐、敬老爱幼、文明礼让的新风
尚随处可见，街道更加干净，环境更加
整洁，社会更加有序，市民素质更上台
阶，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市民的满意
度、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

强。创建工作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果，城
市变得更加美丽宜居……点点滴滴的
变化，让市民深刻地感受到，文明城市
的创建是一项让老百姓更好享受城市
美好生活的民生工程。

克难攻坚，众志成城。目前，我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虽取得一些成果，
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久久为功，
而非一时之力，需凝聚全民全城之力
持续推进。我们每个人都要携起手
来，持续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各项活动中来，做最文明的市民，创
最美的城市。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创 文 让 城 市 更 美 丽
刘仕斌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召开会
议，会议公告的最后一句是这么一句
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句话，绝非
稀松平常，更非可有可无，对有效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
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有着很好的导向作用。

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要抓住问
题。只有深入搞好调查研究，总结出带
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找准影响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为此，搞好调
查研究必须在真实性、针对性、前瞻性
上下功夫。

调查研究的生命是真实性。调查
研究的目的就是摸实情、找问题。调研
者要深入基层一线，真正扑下身子，到

基层群众中了解第一手资料，通过研
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
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切实
掌握基层的真实情况、发现存在的真
实问题。既不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又不可主观想象、先入为主，更不能浮
皮潦草、回避矛盾。

调查研究的针对性决定了调研的
价值。调查研究不能漫无目的、漫天撒
网，这既不科学也不可能。调查研究要
取得实效，必须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
紧紧围绕“提高认识、解决问题、创新
机制、促进发展”的目标，通过广泛聚
智凝力在选题上突出重点、关注热点、
瞄准难点，抓住带方向性、倾向性、预
见性的问题，通过有针对性地进行信
息收集和调研分析，切实找准影响制
约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因素。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指导和
改进实践，总结过去是为了规划未
来，这就要求调研必须要有前瞻性。
调研的出发基点和评价标准是应对
好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只有用普遍
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
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
律。调研时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善于通过历史
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
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
关系，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
性推进。站在对未来科学决策的角度
思考和研究现实问题，这样的调研成
果才不会成为“马后炮”。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
军事学博士）

在真实性针对性前瞻性上下功夫
鲁闻恋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
说》中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
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孩子是
祖国的未来，孩子教育问题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近来，有三个事例总在脑海
中浮现，揪住我的心，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例一：据报道，一位留日学
生回国，母亲到机场接他，他下
飞机后与母亲发生争吵，竟然一
刀向母亲捅去，母亲倒在了血泊
中，儿子获罪入狱。

例二：有一次，我带着小孙
子买烧烤，这时一个老母亲带
着两个小孩，也来买烧烤。他们
刚到，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就打
我孙子，我说，你这么小，怎么
打人呢？那位老母亲没有吱声，
比他大的那个男孩（估计是他
哥哥）说，他就是这样的，最喜
欢打人。你看，打人在他那里成
了习惯。

例三：有一天，我看到一个
老母亲在幼儿园接孙子，小孩子
大概想买什么东西，奶奶没同
意，小孩子朝奶奶脸上打了一
掌，奶奶无声，只是一脸无奈。

从以上三个事例可以说明，
眼下孩子的教育真令人担忧。农
村留守孩子的教育更是不容乐
观。孩子处于生长发育懵懂时
期，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形成，家
庭、学校、社会的培养教育就尤
为关键。

首先，要教育孩子做个正
能量的人。说白了，就是要让孩
子做好人不要变坏。要教育孩
子心地向善，不可邪恶；行为要
端正，不可歪道。孩子一旦变
坏，对家庭是个累赘，对社会是
个负担。我的一个朋友有个独
生子，孩子因违法犯罪被判刑。
这位朋友病重弥留之际，经有
关部门批准，这个坐牢的孩子
来到了病床前。老伴说，孩子来
看你了。这位朋友一直没有睁
眼看一下，只是不停地流泪，直

到永远闭上眼睛，离开人世。也
许他当时正在内心忏悔自己的

“父之过”吧！他心中的悲哀与
痛苦有多深，恐怕只有他自己
清楚了。那么，什么算好人呢？
季羡林先生说得比较具体，他
说在考虑自己的同时，也为别
人考虑在 60%以上就是好人。
因此，要教育孩子，对任何事既
要考虑自己又要考虑别人，这
才是好人；如果只考虑自己，从
不考虑别人，这就是坏人。

其次，要教育孩子生存能
力。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必须
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没有人能够养活
你一辈子。优胜劣汰，是自然界
的生存法则。优，就是生存能力
强；劣，就是生存能力弱。这就是
生活，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任何
人都回避不了的客观规律。至于
培养什么能力？“三百六十行，行
行出状元”。世上的行业恐怕还
不止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可
以，这要根据每一个人的天赋、
条件、爱好来决定。“学会猪头
风，好过扬子江”，一个人只要有
一技之长，就可以生存于世。邵
阳有句俗话：“不愿你成龙，不愿
你成虎，但愿你挑炭挑得二百
五”。这就是说，仅凭力气也可以
挣碗饭吃，养活自己。

最后，要教育孩子学会尊
重他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免不了与人交往，在人际交
往中，第一位的就是要学会尊
重他人，不分贫富，不分贵贱，
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童叟无
欺，一视同仁。只有尊重他人，
才会被他人所尊重，从而构建
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双
赢”。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绝
对没有好结果。三国时期，蜀国
大将张飞骁勇善战，英勇无比，
但是他飞扬跋扈，鲁莽蛮干，蔑
视他人，结果被部将范疆、张达
所杀。学会尊重他人，是一种修
养，是一种品德，是一种礼节，
也是一种自保能力。
（作者系市委办公室退休干部）

孩子教育至关重要
刘立新

一、活动目的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系列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
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
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两
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实施
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强青少
年思想道德建设，培养青少年
全面发展，形成全社会共同关
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浓厚氛
围，本报特与邵阳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关心
下一代，教育好孩子”有奖征
文活动。

二、征文内容
1.引导孩子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努力成才的家庭教育或课
堂教育故事；

2.加强青少年身心健康教
育、法制教育和权益保护，优化
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等的好经
验、好做法；

3.各级关工委、各单位、各
学校以及“五老”在关心下一代
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典型
事迹等。

征文体裁不限，以纪实性散
文、理论、体会、经验、言论为主，
字数1500字以内，内容需真实、
生动，主题积极健康向上，弘扬
正能量。

作品须为署名作者原创，严
禁抄袭，文责自负。

三、投稿方式及截止日期
作品请以电子版方式发送

至 邮 箱 ：2628858621@qq.com，
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关心下一
代，教育好孩子”字样。来稿请注
明作者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征文活动从即日起至今年
年底截止。

四、奖项设置
征 文 活 动 结 束 后 ，将 于

2024 年 1 月份组织相关部门领
导和教育专家对征文进行评选
和颁奖。评选环节将在“云邵阳”
设置征文网上投票系统，网上投
票情况作为评奖参考。

征文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2000 元；二等奖 2 名，奖金各
1000元；三等奖6名，奖金各500
元；优秀奖10名。同时给获奖作
者颁发获奖证书。

邵阳日报社
2023年3月31日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启事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我
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不少深层次
矛盾躲不开、绕不过。而要解决好各
种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则取决于党
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从这个意义上看，最近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可谓高屋建瓴，意
义深远。

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党过去战
胜困难、夺取胜利的传家宝，更是新形
势下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面对风险挑
战之雾、困难问题之霾，我们急需调查
研究之风来“拨开云雾见日出”。

在调研中涵养亲民务实的作风。
现在有些干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忙这忙那却没有时间去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鞋上不沾泥、身上不沾尘，这
样越忙可能离现实越远，再忙群众也
不一定领情。很多时候，实地看与不看
不一样，只有看到真实状况，才会留下
真实印象、激发真实情感、发现真实问
题，才会有真抓实干的行动。所以，只
有从群众中来，才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只有到群众中去，才有百姓的信任和
支持；只有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才
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干工作，计将安
出？接地气，干部才有灵气；接地气，工
作才有底气。放下架子和身段，开展调
查研究，听一听百姓需要什么、盼望什
么、急难事是什么、窝心事有哪些，工
作的思路就有了，发展的重心就有了，
解决的办法就有了。

在调研中增强攻坚克难的本领。
中国很大，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放
眼今日神州，早已不是昔日积贫积弱

的中国，许多方面的情况变得越来越
好。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仍然需
要通过调研去汲取各地方各层面的
公共治理经验，以启迪和引领社会继
续向前、向上、向好。我们也需要把关
注的重心转向问题的一面，以便及时
发现公共治理各方面的不足、缺陷和
隐患。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开展
纵横多维度比较，多一份清醒，多一
些冷静，决策也就更有针对性和指向
性。当前，我们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
事业，现实中碰到的大都是过去我们
不曾碰到的新问题，既没有现成的答
案，也不能走回头路。只有通过不断
学习，深入调研，掌握新的理论知识
和科学的方式方法，才能找准问题，
找到破解问题的新办法，创造性地化
解新问题，取得新的业绩。

（作者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刘克勤

农忙时节

罗哲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