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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山 之 石

□唐剑锋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短短的三十二个大字，道出了党

旗为什么会这样红，人民为什么要“跟党走”的真谛

与深刻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是一面一百年来，历经风霜雪雨，

巍然屹立不倒的鲜红旗帜。一百年来，手擎建党大

旗，我们一直往前走，一以贯之守初心、担使命。“旗帜

指引处”，无坚不摧；“旗帜所到处”，把一切腐朽的东

西统统扫除。“人心向着共产党”，是因为“老百姓是

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

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你心中总是装着人民，才会赢得人民信任和拥

护。老百姓在你心中有多重，你在老百姓心中就有

多重。在老百姓中，有这么一说：“人心换人心，四两

换半斤”；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为了人民解放和幸福

所付出的一切和牺牲，人民都看在眼里，都记在心

头。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共产党人高尚的品质，也是

共产党人的躬身实践；为了让党旗更红，成千上万先

烈和社会主义事业一代代开创者、开拓者、建设者们

“甘洒热血写青春”。谁为了人民，谁为人民做好事，

就会赢得人民。这是共产党人用无私、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最后凝聚成伟大建党精神。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

事。让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

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途和命运。党的旗帜一经举起来，就在人民中

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

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把人民举过头顶，并为人民的

利益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惜流血牺牲。唯有中国共产

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为人民过上好日子；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没有一点

个人利益，才让党旗越来越红。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今天

已经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为什么人心向党？为

什么那么多有志青年、热血人士，向往加入党组织？

把一生甚至把宝贵生命献给党的伟大事业？你可以

到伟大建党精神中去寻找答案。党的先进性，不是

说出来的，而是一百年奋斗历程已经证明，并仍在继

续证明。一个植根于人民的政党，一个为了人民幸

福不懈奋斗的政党，才有理由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

于是，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伟大建党精神旗帜上，清清楚楚写着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伟大建党精神，是精神所在，力量所

在，血脉所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是伟

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不懈

坚守与执著追求。伟大建党精神，是一座不朽精神

丰碑，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坚守，是后人前进的方向；

就是建党二百年后，甚至更长时间，伟大建党精神，

将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宝贵、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

富。这是一面不倒的旗帜，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

旗帜就是引领，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

只要伟大建党精神代代相传，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

就不会失去“老百姓这个共产党生命的源泉”。高举

着伟大建党精神旗帜，我们才不会忘记初心，我们才

不会放下使命，我们才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我们才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带领人民为实

现美好生活不懈努力，努力为鲜红党旗再添一抹红。

坚守伟大建党精神，就不会变色。无论前途多

么艰险，都不会止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是坚守

党的初心，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每一代共

产党人，使命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不负人民”，永远

是伟大建党精神最弥足珍贵的精髓，要一代代坚守，

一代代发扬光大。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孔德淇

从跨区域公交线到异地取药，从开创

产学研合作的“德清模式”到率先推行“股

票田”，从全国首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到推行“标准地”全面改善营商环境

……在浙江省德清县，一批群众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被妥善解决，许多做法开全国

之先河，经验被复制推广，这些改变源自

当地去年启动的数十项“微改革”。

据了解，德清常住人口仅 65 万，却是

一个“改革大县”，先后承接了 140 多项国

家、省级改革试点。面对治理现代化这一

时代课题，德清以“停不下来”的改革精

神，创新推行一大批“微改革”项目，谋划

实施一批落点准、收效快的制度性、机制

性创新举措，让改革红利可感受、能触摸、

有温度。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大局下，在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

面前，当地一项项“微改革”，是对问题的

精准把脉，是用改革的思维解决问题，是

用创新的举措破解难题。这些新招实招

硬招，招招见效、样样管用，实现了顶层设

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提高

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也为其他

地方树立了学习标杆。

在中国，这样的“微改革”还有很多，

地方政府从细处思考、小处着手，紧紧围

绕发展所需、民心所向，破除基层治理之

痛之难，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实事，打

通改革最细微的神经末梢，拉近改革与群

众的距离，确保顶层设计落地、改革取得

成效。

事实上，“微改革”就是积跬步、聚涓

流，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当顶

层设计被层层分解，以“微改革”的姿态

落 地 生 根 ，必 将 释 放 出 巨 大 的 改 革 红

利。是故，在符合中央改革精神的原则

下，各地要因地制宜、因事施策，以敢闯

敢试的精神，见“微”知著、细致入“微”，

让基层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顶层设计，

使一项项“小改进”“小变化”抽枝发芽，

最终由点及面开花结果，彰显出“大手

笔”“大作为”。

探索推进“微改革”，从何入手、在哪

发力？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广泛征求社情民意、汇聚民间智慧，从改

善民众生活的细微处着手、在满足人民福

祉的关键处使劲，同时要保护好各级干部

的改革热情，建立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

容错机制，营造乘风破浪、砥砺前行的改

革氛围。

行百里者半九十。各级干部当秉持

求真务实的态度，把握好重要历史机遇，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毫不松懈地倾情“微

改革”、写好“微文章”、下足“微功夫”，助

推基层更精治更善治，交出无愧于时代的

改革答卷，让群众笑容成为城市最靓丽的

风景。

“微改革”撬动“大作为”

各 抒 己 见

□彭 宇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厦门工作时，曾

提出当干部三招：“当干部有三招，第一

是认路，路都不懂你怎么办事？第二是

认邻，多交朋友。第三就是认特点，哪个

地方有什么特色、什么资源搞清楚，心中

就有数了。”

这三招对当时的党员领导干部开展

工 作 具 有 很 强 的 针 对 性 、指 导 性 、操 作

性。从三招的内容来看，其中所含的现实

意义，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深入思考。

认路。就是熟悉路况，认认基层老百

姓的家门。一名基层干部倘若对辖区村

社的道路不熟悉，连村委会办公室都不知

道在哪里，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不经

常下村。基层干部不经常下村，怎么能了

解到群众的需求为群众服务好呢？习近

平总书记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

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

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

县市区。”到下面跑得多了，道路的网络分

布、建设情况自然熟悉了，项目资金该怎

么计划安排，产业该怎么科学谋划，才能

做到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精准推进。另

外，哪个村在哪里，老百姓住在哪里，以前

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

况，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多

去看看就知道了。

认邻。就是要和群众像邻居一样，培

养感情，交朋友。和基层干部群众交朋友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与基层群众

交朋友的佳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

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

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

与群众打交道、交朋友要出于真心，做样

子、摆架子、不尊重群众生活习惯，是走不

进群众内心，难以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只

有抱着谦虚与学习的态度，通过与基层群

众以心换心、以情换情，让基层群众不觉

得我们陌生，不把我们当外人，才会敞开

心扉地与我们说真话、心里话。

认特点。就是要科学把握各地的差

异，做到心中有数。一个地方有哪些资源

和特色亮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没有，

怎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这是一个领导干部

必须了解、思考的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

了解得不全、思考得不深、谋划得不及时，

就容易在指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

不懂得因地制宜。有的地方没有发展工

业的基础，但是有青山绿水，可以发展旅

游业；有的地方没有发展养殖业的条件，

但是有丰富的土地资源、适宜的气候和充

足的光照、水分等，可以发展种植业。因

此 ，特 点 得 去“ 认 ”，把 特 点“ 认 ”到 了 、

“认”准了，才能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切入

点、着力点、突破点，指导促进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当干部“三招”

□陈泽闻

人，有温度；物，亦有温度。

房子的温度来自烟火。旧时的民宅，

根基在于柴房。柴房里，木柴将空间挤得

满满的，便是殷实之家。

柴房往往就在厨房的门口。一捆捆

的柴，搬进了厨房里，流进了柴火灶里。

炊烟袅袅，升腾而起。伴随着炊烟的，还

有人声欢语。于是，一栋看似老旧的房

子，顿时有了新鲜的气息，也有了令人眷

恋的温度。

如今的房子没有了柴火灶，但只要烟

火依旧，也就仍有温度。厨房是一所房子

温度的发源地。里头的人，忙忙碌碌；外

头的人，说说笑笑。那这房子的温度，一

定不会太低。而一间房子哪怕再高档，没

有了开伙的人，也就失去了温度。

衣服的温度，来自时光。

有的衣服，会令你心头一暖。或许，

曾穿着它，与挚爱的人肩并肩，穿越人海；

或者，曾有这么一个人，节衣缩食，只为了

能让你一偿所愿，于是有了那件衣服。里

头的时光，太多太多，太暖太暖，这衣服也

就有了令人难舍的温度。

有 的 衣 服 ，崭 新 如 初 ，却 缺 少 了 温

度。这样的衣服，历经的时光太过单薄，

也没有令人眷恋的记忆，这样的衣服，虽

然崭新，却太冷。

沙土，也有温度。

沙土的温度，来自思念。即将赶赴远

方的人，手捧一抔故乡土，闻一闻，那是沁

人心脾的味道。带在身边，哪怕在外头遭

遇了凛冽寒冬，身边的这一抔沙土，依旧

有暖心暖胃的温度。

物之温，往往会随时而变。当一个人

与一栋房子渐渐疏远，往日有温度的房

子，也就开始降温。一件衣服，当里头的

时光变得日渐模糊，也就成了不再有温度

的旧衣。任何一件物品，让人心如止水，

波澜不惊，那就是温度变凉。

物之温，源于人。一个人，一旦对物件

有了感情，也就赋予了物件暖暖的温度。

物有温
杂 谈 随 笔

□赵盛基

延安之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走出五大书记曾经住过的窑洞，我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未及平复，我与妻子又走进了延安

保育院，观看大型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

故事根据抗战年代发生在延安保育院的真实

事件而改编。保育院里的孩子，不是烈士的遗孤，

就是党的领导们因指挥作战而无法顾及的子女。

在保育员慈母般的精心照护下，孩子们“又学习，又

玩耍（毛主席题词）”。其中一个叫宏远的孩子是个

烈士遗孤，因为失去了父母，他患上了自闭症，从来

都不说一句话，保育员给了他格外的关爱。

战事告急，保育院奉命转移，东渡黄河。可

是，保育员有限，带不了很多孩子。为了带上烈士

遗孤，院长忍痛将自己的女儿小红霞留下，交给了

当地的老乡。战斗打响了，小保育员为救孩子身

负重伤；放羊老人为救小红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渡河时，院长为救落水的宏远，永远消失在了汹涌

的河水中……为了孩子，一个又一个生命倒下

了。面对滔滔河水，小宏远撕心裂肺地喊出了心

中渴望已久的两个字：“妈妈——”

全剧的演员除了成人，还有 17 个孩子，最小

的只有三四岁。他们的真情演绎可歌可泣，催人

泪下。演出结束，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

人的眼里都含了泪花。

抹去眼泪，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延安窑

洞那么简陋的设施和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毛主席

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共产党凭什么赢得了最终

胜利？该剧非常清晰地告诉了你答案。因为他们

有一大批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共产党人，他们有

千千万万拥护共产党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老百

姓。更进一步说，他们是凭着一种精神，即“实事

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

能够战胜任何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战胜。

建党百年之际的延安之行，是一堂活生生的

党课，是一次学习党史的好机会，它让我更加清楚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丰富内涵。这八个字

虽然简单，但却沉甸甸的。

在延安看《延安保育院》

石 说 寓 言

怪物遇异兽
黄牛从来没有见到过大象，他不知道世间

还有大象这样的怪物；大象从来没有见到过黄

牛，他不知道地球上还有黄牛这样的异兽。

南亚的大象到神州旅游，与黄牛不期而遇，

两者觌面，双双犯傻，惊诧莫名，把目光照着对

方的身躯，翻来覆去地扫描。

黄牛使劲地用鼻子吸了口气，惶惶恐恐地

瞅着大象的长鼻子，反复念叨，这家伙怎么了？

大象卷起鼻子在自己的脑袋上拍拍，愣愣

痴痴地瞪着黄牛头上的角，不停琢磨，这家伙真

怪异。

过了好大一会儿，黄牛和大象才稳住神，自

报家门，互道寒暄，互致问候。不过，接下来一

张嘴，就让对方很不爽。

“大象阁下，你的鼻子病得好厉害呦，怎么

肿成了牛尾巴，需要抓紧看医生。”

“黄牛先生，你的脑袋上怎么生出两颗象

牙，应该赶快去医院查查。”

两个尽管满肚子不高兴，最后仍然勉强地

讨论了建立微友关系问题，只是无法达成共

识。黄牛说，要等大象把鼻子割掉以后再讲；大

象则坚持，黄牛不把角砸掉免谈。

两个话不投机，很快分道扬镳，他们都在心

里耻笑对方，愚昧无知，井底之蛙，少见多怪。

后来，黄牛不管遇到谁，总说大象有病，当

心被他染上；大象无论走到哪里，都讲黄牛有

病，警惕被他传上。

猴子打水
猴山缺水，猴儿们要跑到山下打水食用。

他们没有什么打水工具，只能用吃饭碗端水，端

来蓄在池里。猴儿们每天往返几十趟，还是紧

端不够慢用的。

有一天，三只猴子趁猴老大有事外出，在一

块儿商议：用碗端水，既麻烦又费工夫，何不伐

竹制桶，用桶打水呢？于是他们便做了几只竹

桶，抬的抬，挑的挑，只半个时辰便把两个大水

池蓄满了。

猴儿们看着满满的水池，心花怒放，一齐跳

跃欢呼：“万岁，我们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了！”

傍晚，猴老大回来了，看到水池满满的，觉

得蹊跷，于是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水池过

去从来没满过呀？”

听了猴儿们述说之后，猴老大勃然大怒：

“都是不肖子孙，祖祖辈辈都是用碗端水的，你

们竟敢破坏老祖宗的规矩！”

猴老大把竹桶一个个狠狠地往山下踢，一

边踢一边骂：“可恶耍滑，堕落偷懒，投机取巧！”

接下来，猴老大召开全员会议，宣布以标新

立异、背叛祖宗、寻衅滋事为由，将三个制桶的

猴子，开除族籍，逐出山门，永远不准回来。

会后，猴老大放光池子里的水，亲自带领猴

儿们到山下用碗重新端水，并且高呼口号：“发

扬传统，效忠祖训，矢志不渝！”

（石 飞）

《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刊文《各地纪检

监察机关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从群里吼

到实地走》称：一些政务 APP、网络工作群组

变味走样，滋生形式主义问题，让基层不堪重

负。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指上落实”

“指上谈兵”；督促各级各部门整合优化，借助

数字赋能，减轻“指上”负担；推动常态监管和

长效治理同步发力，以实绩评价为导向，使基

层工作从“群里吼”到“实地走”，树立工作新

风，获得群众好评。

文章将“一些政务 APP、网络工作群组变

味走样”称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真是太形

象了、太生动了。

确实，“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让基层不堪

重负”，一些基层干部常遭遇这样的困境：苦

于过多过滥的政务 APP 和工作群负担之重，

工作中又常常简单将政策文件一转了之。众

所周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过多过杂的政务

APP 以及“僵尸类”“空壳类”APP 及其强制推

广、滥用积分排名、过度留痕等问题，网络工

作群组中的强制签到打卡、即时响应等问题，

不仅占用基层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干部大量

精力，还容易引发其他问题，造成更大危害。

有道是：

“群里吼”变“实地走”，“指尖形式”需“整

修”；莫道“四风”太顽固，坚持治理能除疴。

“群里吼”变“实地走”
□吴之如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