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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那
是人活着的动力，更是人活着
的意义，也是人区别于其他生
命的根本标志。人之精神，自
然包含了信仰在内。何谓信
仰？依愚之拙见，信仰者，乃深
信而笃行之也。信，即相信，坚
信，深信，笃信；仰，即尊崇，跟
从，趋行。信仰如明灯，照亮我
们前行的路；信仰如春风，唤
醒我们迷茫的心灵；信仰如战
鼓，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人，因为心中有信仰，生
活才有目标，行动才有方向，
脚下才有力量。每个人因为信
仰不同，而走向不同的人生道
路，体现不同的人生态度，展
现不同的人生价值。

应该说，人大多是有信仰
的，这信仰可能是明确的、有
意识的、自觉的，也可能是模
糊的、潜意识的、不自觉的，人
的思维、思想、行动、追求都会
受到个人信仰的制约和影响。
有的人信仰宗教，有的人信仰
科学，有的人信仰某种思想、
学说、流派，有的人信仰某个

观点、某种观念、某个主义，等
等。信仰，可以是个人的行为
取向，也可以是集体组织的行
动目标。

比如，中国共产党人信仰
马克思主义学说，信仰共产主
义理想。自党成立一百余年
来，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无畏风雨，不惧牺牲，披荆
斩棘，赴汤蹈火，英勇奋斗。在
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心中的
崇高信仰，无数革命先烈抛头
颅、洒热血。李大钊坚信马克
思主义能救中国，为传播革命
思想英勇就义；方志敏在狱中
写下《可爱的中国》，坚信祖国
必将迎来光明，为共产主义事

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胡兰
面对敌人的铡刀，毫无惧色，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用年
轻的生命捍卫了对党的坚定
信仰。

在和平建设年代，那些默
默奉献的科学家，为了科技强
国的信仰，日夜钻研，攻克一
个又一个难关；那些坚守在教
育一线的教师，为了培养祖国
的下一代，辛勤耕耘，无私付
出；那些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干
部群众，为了国家的繁荣富
强，默默无闻书写奋斗人生。
正因为他们为了信仰而进行
的奋斗、奉献、牺牲，我们的国
家才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接
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加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
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空

中楼阁，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幻泡影。信仰，是对真理的执
着追求，是对美好未来的坚定
向往，是在黑暗中依然能绽放
光芒的希望之花。每个人都应
当有自己坚定的信仰，坚守初
心，践行信仰，为自己的信仰
而努力奋斗，勇毅前行。否则，
没了信仰，就会在物欲横流中
沉沦，在功名利禄中迷失自
我，最终失去人生的方向和意
义。我们要将信仰转化为人生
的方向、前行的动力、奋斗的
意义，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不抛弃、不放弃，用铿锵行动
去践行信仰。我们要坚定信
仰，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内心
的纯净和宁静，抵御外界的干
扰和诱惑，做到守身如玉、百
毒不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信仰的
指引下，心有所向，无畏前行，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作者系邵阳学院教授，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信 仰
刘运喜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指出，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精兵简政，持之
以恒抓好这项工作。“上面千条
线，下面一根针”。各地各部门要
把准要害，靶向发力，革除积弊，
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刀刃上”，引
导基层干部回归干事创业本位，
让基层减负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落在平常。

甩掉“思想包袱”，让基层减
负“融入日常”。基层减负，基础
在干部告别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激发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推动基层工作取得实效实绩，必
须做到权、责、利“三位一体”。在
日常工作中，基层各部门减负要
从自身做起，从小处做起，从细
节做起，带头谋大局、抓大事，坚
持开短会、讲短话、干实事，不喊
空口号，不搞花架子，一是一、二
是二，实事求是分解任务，切莫

“抓一处、留一处、空一处”。减负
要有的放矢，敢于啃“最硬的骨
头”、攻“最难的堡垒”，杜绝“小
马拉大车”现象。

松开“手脚束缚”，让基层减
负“抓在经常”。基层减负，重点
在干部松开手脚束缚更好服务
人民。基层作为与群众关系最贴
近、宣传各项政策最直接的岗
位，最重要的在于密切联系群
众，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解

决群众困难问题，为群众治痛
点、通堵点、清淤点，将完成短期
任务与实现长期目标统一起来，
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
问题”延伸。要减少来自各方面
压力，凝心聚力给基层干部“松
绑”“降压”。要把群众满意作为
标尺，谨防“抓一阵、歇一阵、停
一阵”。要扭住减负“牛鼻子”，让
基层干部回归主责主业，撸起袖
子加油干。

清理“一针多线”，让基层
减负“落在平常”。基层减负，关
键在清理“一根针挑千条线”问
题。基层一线点多面广，具有

“一根针挑千条线”的工作特
点，同样的数据、材料常常存在

“多头报”“重复报”的问题，导
致基层干部本该集中时间和精
力用在惠民生、谋治理、办实
事、求发展上，却被材料、表格
里的形式主义绊住了脚。比如
几个表格差不多的内容，一而
再、再而三地填报；一项工作多
头并行，一份数据翻来覆去地
报，从而大大挤占了基层干部
做实事的时间，成为压在基层
工作上的“千斤担”。因此，要彻
彻底底“还原”基层干部工作性
质，多举措遏制形式主义，从源
头整治增加基层负担的行为。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基层减负要融入日常

抓 在 经 常 落 在 平 常
胡南春

“这次工作会议没达到预想效果，比
如在安排分组讨论时没有结合当前工作
实际选择一些议题供大家参考，针对性
不强。再就是新年度重点工作指标没有
具体量化到岗，不具有可操作性，不便于
监督考核。”这是某单位领导在一次工作
讲评会上的发言。这种少“点赞”、多“点
穴”的会风值得提倡。

由此想到，平时我们常见的一种现

象是：各种会议发言、讨论，或上级部门
征求基层意见时，很多人“点赞”声一片，
而鲜有主动“点穴”、指出问题者。此种现
象当戒！

特别是上级向基层征求意见时，尤
其如此。上级向基层征求意见是确保决
策科学的有效手段。意见提得好不好，政
策管不管用，基层是落实的末端，感受最
清楚，体会最深刻，也最有发言权。为此，

作为基层的同志，更应该多“点穴”，多指
出问题所在、危害所在，促使上级决策更
加完善。如果碍于面子，搞“和风劲吹”

“甜味四溢”那一套，不仅不负责任，也会
害及事业发展。

对工作“点穴”也是对自己负责。基
层单位应自觉摒弃“表态文化”，打破“一
团和气”，敢于直面问题，敢于针砭时弊，
真正行使好建言献策的权利，献上好药
方。“点穴”的话虽不好听，但良药苦口能
治病，不仅促使上级决策科学、指导有
力、推动工作，也会使自己受益多多。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
干部）

少“点赞”，多“点穴”
刘克勤

俗话说，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一项政策的出
台，一次决策的作出，究竟对不
对、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然
而，工作中发现，少数领导干部
存在功利思想，热衷于做表面文
章、搞应景工程，不仅造成人力
物力财力上的浪费，而且严重影
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的
形象。因此，必须牢固树立正确
的政绩观，强化服务群众的理
念，坚持做到把赢得广大人民群
众的认可作为最大的政绩。

事实上，领导干部的工作
计划、部署，通常应该是综合群
众意见制定的。但由于各种因
素的影响，计划、部署常出现与
实际需要不符的情况。这是由
于领导干部坐在办公室里“拍
脑袋”、闭门造车，或者下基层
也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得不
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造成的。
因此，只有扑下身子，舍得下功
夫，扎扎实实调查研究，认真听
一听群众的意见，才能准确发
现问题的症结，采取有效措施
弥补工作中的不足。

要心系于民。领导干部要从
名利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摒弃出
名挂号、好大喜功的思想，自觉
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本职岗
位作为为群众服务的平台，做到
不符合党的宗旨的事情坚决不
做，损害党的形象的事情坚决不
做，危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坚决不

做，使政绩不仅经得起上级的检
查，更经得起广大人民群众和时
间的检验。

要问计于民。作决策之前，
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充分发
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听取群
众的意见建议，接受群众的评
议，把群众的需求作为考察决策
的重要标准，把群众的意愿作为
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做到各项
决策都能集中群众的智慧，代表
群众的心声，符合群众的利益，
从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
身事业发展，监督领导干部依法
决策、科学决策以及求真务实抓
工作落实的积极性。

要造福于民。甘于做好那
些基层欢迎、群众满意的事情；
做好那些虽然周期长、见效慢，
但有利于打基础、管长远的事
情；做好那些虽然用劲大、落实
难，但对群众有益的事情。要下
大力解决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真心实意，不图回报地
把服务群众的好事办实、实事
办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
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号召力，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
聚力、战斗力。

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
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
上，真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知政失者在
草野，群众的实际情况是领导干
部工作的一面镜子。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知屋漏者在宇下
刘仕斌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
治”。广大党员、干部要勇于刀刃向内、敢
于自我解剖，检视自己的思想问题和行
为偏差，始终保持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这样一个比
喻：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打扫卫生，
洗盘洗碗洗衣服，党的建设也要做这些
事情。灰尘多了，就要吸吸尘；牙齿不洁
净，就要刷刷牙；身体不健康了，就要治
治病。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缺什
么就要补什么，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
讳病、不忌医。

近年来，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正风肃纪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下，党员
干部不断自觉打扫政治灰尘，纠正行为
偏差，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纯洁党性、净
化思想，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吃喝
风、请送风、跑要风、享乐风等不良风气
得到有效遏制，干净纯洁、阳光健康的党
风政风正在回归。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
不易，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沾沾自喜，潜

在的弊病仍不可大意。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表现形式不断翻新，为全党同志驰
而不息改作风不断敲响警钟。

如果说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外患，
那么形式主义就是内疾。外患易治，内疾
难察。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些毒瘤
还在转型变异、扩散升级。从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到形式
主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由此引发的各
种奇闻异事更是五花八门、洋相百出，教
训非常深刻。这些新形势下的“官场现形
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应成为
党员干部自我反省、祛疴除弊的一面镜
子，主动把自己摆进去照一照，查根源、查
表现、找差距。要重点查找因形式主义而
衍生出的五种病态：一是“政绩病”。好大
喜功，急功近利，图热闹讲场面，热衷于面
子工程、形象工程；二是“浮躁病”。脱离实
际，盲目蛮干，拍脑袋拍胸脯，做决策虚假
浮夸、不接地气；三是“慵懒病”。精神萎
靡，懒散松懈，不担当不作为，干工作敷衍

塞责、拖拖拉拉；四是“家长病”。颐指气
使，麻木不仁，门难进事难办，服务群众应
付推脱、欺骗糊弄；五是“虚伪病”。表态积
极，口号洪亮，重形式轻效果，抓落实停留
在嘴上会上纸上。

病如养虎，不医成患。以上列出的形
式主义弊病由来已久、遗患已深，虽一次
次纠治，但药到难愈，或根源未除，或隐
形变异，不同程度地“死灰复燃”“沉渣泛
起”，如不猛药祛疴、彻底医治，就会不断
蔓延。造成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影
响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危害党的
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

当前，我们已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新形势带来
新机遇、新挑战，党员干部要围绕政治素
质、能力本领、担当作为、工作作风、廉洁
自律等方面，深入查找病源病灶，认真分
析原因后果，根据自己的具体病症和轻
重缓急，开出医治良方，拿出过硬措施，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项一项
抓整治，一步一步抓落实。通过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促进工作落实，提升服务能
力，切实解决发展和民生问题，推动高质
量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创造新辉煌。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事学
博士）

消除五种形式主义“病症”
鲁闻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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