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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
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
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学为干之基，干
为学之用。以学促干，就是要锚定实干
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的根
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
者”，在“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
中，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新气象新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争做正风气重实干的表率。要以正
气破邪气。古人云：“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一个人要
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
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
难而进。我们要明辨一切危害党和人民
利益的行为，旗帜鲜明地和歪风邪气作
斗争。要以朝气破暮气。矛盾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有矛盾就有斗争。缺乏斗
争气魄，会让人画地为牢、暮气沉沉，陷
入“未老先衰”式“躺平”。要坚决戒除工
作中的逃避心态、好高心态、居功心态，
用斗争的“朝气”驱散“躺平”的“暮气”；

要以锐气破泄气。我们要干实事，更要
敢干事，遇到困难不能“泄气”，而是要有
藏于胸践于行的“锐气”。“锐气”并非盛
气凌人，也并非锋芒毕露。一个人的“锐
气”，表现为雷厉风行、行动果敢的品质，
和打破惯例、突破定势的思维，高效行事
就是最好的注脚。

争做强机制促实干的表率。要完善
鼓励激励机制，促干部职工“愿作为”。
突出精神鼓励、物质奖励与政治激励相
结合，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大胆
探索、大胆改革、大胆创新；要健全“容错
纠错”机制，促干部职工“敢作为”。人无
完人，金无足赤。应进一步细化容错纠
错实施细则，在工作中要坚持鞭打懒牛，
关心爱护干事创业者；要构建“能上能
下”机制，促干部职工“善作为”。科学运
用干部选拔、监督管理、激励奖惩等手
段，严格“能下”的标准，形成推动干部履
责担当的倒逼机制。留出“能上”的机会
和梯子，引导干部职工增强担当自觉，旗
帜鲜明树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
选人用人导向，动态调整党员干部，激发
工作热情。

争做担责任重实干的表率。一是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要立足实
际，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正确理

解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
核心内涵，强化改革创新，激发活力，推
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在破难题上
下功夫。要聚焦“国之大者”，直面发展
中的难点、堵点，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充分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求真务实、锐
意进取的实践品格，以强化理论学习指
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
发展难题。三是在办实事上下功夫。群
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
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回应群
众关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做到事事
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努力把“问题清单”
变成“成效清单”，把亮点做亮，把实事办
实，以主题教育工作成效持续推动事业
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湘中幼专党委副书记）

争做“以学促干”的表率
陈湘清

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展 踔厉笃行奋进现代化新征程
前不久，笔者在

走基层、找问题、想
办法、促发展活动
中，发现有这样一种
现象，有的同志一项
工作年年干，年年干
一样的工作，但经常
要靠加班加点才能
完成任务，工作效率
很不高。

出现这种情况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首先是工作能
力 和 业 务 水 平 不
高，个人的综合素
质达不到要求，有
待提高。其次是为
官不为。消极怠工，
敷衍拖拉，抱着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的心态，工作效率
低，完不成任务，领
导催得紧，只好加班完成任
务。其三是缺乏担当。不自
觉、不主动、不用心、不及时、
消极怠工。责任是工作之本，
每个党员干部都有自己的工
作岗位，有时一次懈怠、一个
疏忽，可能关系到一项工作
的成败，关系到一个单位的
兴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
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
业绩、出真业绩。党员干部想
干出一番业绩，要把岗位当

“考场”，交出务实的答卷。因
此，要有“想干”的品质、“真
干”的精神、“会干”的能力。将

“日事日毕”“日日新，苟日新”
作为常态，不向问题低头，敢
向矛盾叫板，做到不达目的决
不罢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要 把 事 业 当“ 考
题”，交出担当的答
卷。要增强主动担
当的思想觉悟，始
终保持“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增
强主动担当作为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面对问题和矛
盾，发扬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精神，
在搏击风浪中增胆
识 、长 才 干 、壮 筋
骨。永葆担当的奋
斗激情，充分发扬

“钉钉子”精神，对
本职工作，要一茬
接着一茬干、一张
蓝图绘到底，久久
为功、干出实效。要
把人民当“考官”，
交出满意的答卷。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对群众“最
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
抓住不放，让人民群众的心声
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标尺。要
解决好民生之“急”。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急群众之所急，
想群众之所想。要解决好民生
之“难”。民生的事是天大的
事，民生利益无小事。要深入
到群众中去，解决群众之所
难。要解决好民生之“愁”。要
始终把民众的“表情包”作为
工作的风向标，做到民之所
忧必念之，民之所盼必行之。
以新担当新作为解决民生之
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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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0起加重基
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进行公开通报。这次受到严肃处理的10
起违规违纪行为，看似“小事”，实为加重
基层负担的老问题、新情况，干部群众反
映十分强烈。

所谓“小事”，指的是生活中的琐碎
事情，是微小的事情。具体的讲，就是事
关百姓生活冷暖诸如柴、米、油、盐等身
边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谈及往事：在福建工作的时候，经常要了
解吃菜的问题。福建人说“三天不见绿，
两眼冒金光”，吃不上菜那就是政治，这
种意识是很强的。民生无小事，群众的衣
食住行、“开门七件事”，始终是需要关心
的主要问题。对党员干部而言，固然要善
于想大事，议大事，抓大事，但关乎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的小事也不能忽视。其实，
小事和大事只是相对的，大事往往寓于
小事之中，不抓具体的小事，大事也无从
谈起。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一些在我们看
来不起眼的事情，对百姓而言却是关系

切身利益的大事。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
尽全力去办。

常办“小事”，要怀有爱民之心。“‘国
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有利于
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要尊重人民群
众，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
用平等的心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不高
高在上，不以权压人，老百姓才会与我们
说心里话，道烦心事，讲真想法。要依靠
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尽的智
慧，要拜人民为师，以谦虚姿态扑下身
子，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真正
把爱民之心、为民之举、强民之策融入到
日常工作之中。

常办“小事”，要把握处“事”之道。要
把“小事”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就要细
心研究基层现状、真心关注人民疾苦，对
人民的利益要求，有承诺的要按承诺尽
快办；有规定的要不折不扣地办；没有规
定的要创造条件办；一时解决不了的要
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决不能大而
化之，一推了之。要善于“以小促大”，抓

住群众关注的问题，从“小处”入手，以重
点带动一般，以个别促进整体，通过化解
各个具体的小难题，推动影响全局性问
题的有效解决。

常办“小事”，要见利民之功。德莫高
于爱民，行莫高于利民。为群众办事，不
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具体
地落实到解决老百姓工作生活中的每一
个问题上。要以“群众得实惠”来检验工
作的成效，从人民最需要、反映最迫切、
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在落实上见“真功”。凡是群众拥护
的、赞成的事，再小、再琐碎也要尽全力
去办；凡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特别是有
损于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做。切实对标
党风要求找差距、对比党性要求查根源、
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大力弘扬真抓实
干、担当作为的时代新风，不慕虚荣、不
务虚功，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事
学博士）

常为群众办小事
鲁闻恋

曾邂逅一位村支部书记，
聊起农村工作和机关干部应
如何与群众打交道时，他感叹
一句，就是别当“接头干部”，
要当“多头干部”。

见笔者不好理解，这位支
书解释说，少数机关干部下村
时，与工作对象约个见面时间
地点，匆匆“接头”说几句，问
个数字填个表，交代几句就上
车走。对这些“接头干部”，群
众表面应付，心里却不满意。
他们貌似下了乡、进了村，实
际上却只是个形式。这种蜻蜓
点水式的调研作风，不仅没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影响
了干群关系。

“多头干部”就完全不同
了。他眉开眼笑地说，开展大
调研、大走访活动以来，“接头
干部”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
数机关干部能够沉到基层，深
入一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对
百姓问寒问暖，群众称他们是

“多头干部”。
一是常蹲田埂头，干事有

准头。他们只要一进村，就躬
下身子进柴屋，拉张马凳坐灶
头，掰着指头问情况。民情了
然于心，问题一找就准，思路
一理就清晰，帮助制定的惠民
措施、落实方案细致又具体，
条条落到了百姓的心里头，群
众把他们当成了“主心骨”。

二是常临家里头，群众
有靠头。由于他们常在村里
跑，常往百姓家里走，具体情
况明，全村各家各户生活情
况，在他们心中都有一本明

细账。特别是那些有常年患
病的“老药罐”，他们更是关
怀备至、体贴入微。平时只要
来村里，稍有空隙，就亲临床
头问寒问暖，有时还免不了
送方送药上门。人心往往就
是这样，只有干部把群众当
亲人，群众才会把干部当亲
人；只有干部平时多关心群
众疾苦，常临家里头，多做得
人心、暖人心的实事好事，才
能成为群众拥护的贴心人，
群众心中也才有了靠头。

三是常去地里头，落实有
劲头。“多头干部”另一个显著
特点就是常去百姓的田间地
头。近山知鸟音，近水识鱼性。
身处地头，既了解农作物的长
势、收成，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更能感受到“盘中餐”的粒粒
辛苦，真切体察到群众的喜怒
哀乐所思所想。

当前，基层特别是农村工
作头绪多、担子重、压力大。如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进一
步加强，农业产业结构需要深
入调整，农村环境卫生需要进
一步治理，农村文化建设需要
加大力度，惠农政策需要进一
步落实落细……所以，特别需
要更多的“多头干部”，对农村
复杂现实了解深，对基层问题
研究透，解决相关问题举措
实、标准高、成效大，真正达到

“走基层找问题想办法促发
展”的目的。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退休干部）

要做“多头干部”
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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