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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论 风 生

杂 谈 随 笔

□唐剑锋

党的二十大后，高标准与“中国式现代化”“三个

务必”“高质量发展”等等，迅速成为热词。一说新时

代，人们就会想到“高标准”，大到高标准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高标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小到高标准建设

民生项目，高标准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一切都要求高

标准。

高标准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永

不懈怠的精气神。没有高标准，就没有高质量，就没

有高水平。高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工匠精神与

永不满足，高是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执著追求与敬业精

神；高标准指做事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花费更多心

血智慧，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程度。高又是一种

境界，一种奋进的姿态，一种永远向上的精神。

高是向上，向着更好目标前行。高是使“人往高

处走”的执著与努力，才让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追求永远向上，永不止步。高标准做事，就是

向着更高更好前进，永不满足；高标准做事，就是以

高度的责任心，高度的执行力投入工作；高标准做

事，就是以高昂的志向、高远的目标、高涨的激情、高

雅的格调、高超的水平、高强的技能激励自己前行。

有了高标准、坚持了严要求，我们才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实现高水平发展。

高标准又是信仰。信仰会带给你希望，带给你

力量：不论遇到多揪心的挫折，遭遇怎样的打击，经

历多痛苦的磨难，只要坚定信心，都能够跌倒再重新

爬起来，都能够保持向上的激情。我们不管做什么

事情，不管顺利还是困难重重，都需要点亮信仰，都

需要乐观和激情，才能开拓进取，才能把平凡的工作

做得轰轰烈烈，才能让激情在胸中燃烧，在奋进新时

代新征程中燃烧，永不熄灭。

高标准使人凝心聚力，不敢懈怠，也不能懈怠。

懈怠是最大的敌人，会使人放低做事标准和要求而

导致平庸，这样的状态，在激烈的竞争中，就会寸步

难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被外力打败的，而是被自

己的懈怠打败的。高标准又是一种自信，自信对于

做事成功具有重要意义，成功的欲望是创造和拥有

财富的源泉，也是工作中、竞争中取胜的唯一理由。

要在竞争中胜出，要在工作中、事业上取得骄人

的成绩，惟有坚持高标准，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高标

准是成功必备的品质；人一旦有了成功的欲望，成功

的自信心，就会把高标准作为一种追求，一个目标，

一种常态。惟有坚持高标准，才能把自信心转化成

一种积极的作为，奋斗的力量，让你释放出无穷的热

情、智慧和精力，取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放低标

准，也就是放任自己，“水自然就会往低处流”，虽然

“流”的很顺，却是下坡路，终将一事无成。

坚持高标准，就是坚定往上走的决心，就是坚定

做最好的自己的信心。在高标准路上走着走着，就

能到达目的地；在高标准路上做着做着，就能出类拔

萃。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党

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也可以理解为坚持高标准。坚持高标准，才有

中华民族的崛起。

不断攀登高标准，就是实现希望所在，也是实现

个人价值所在。每个人都坚持高标准，每个行业都

坚持高标准，经济发展坚持高标准，自主创新坚持高

标准，我们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岗位都坚持高标准，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强大和了不起。

高标准将成常态
□龙敏飞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虽然农

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社会各方对农

业、农民、农村存在的偏见，仍然客观存

在。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

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不仅是社会各方的

呼吁，也是理想型社会的现实呈现，只

可惜，这一直都是美好愿景，未能从梦

想照进现实。缘于此，如何提升农民群

体的幸福感，成为社会各界备受关注的

话题。

而近日在石家庄，“农民评职称”的

事情就落地生根了。这意味着，在职称

评定上，农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上升通

道。而这，也不只是一种荣誉与肯定，

还有更进一步的物质激励：对取得中级

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一次性给予2000

元奖补，并鼓励县（市、区）对取得初级

职称人员给予一定奖补；对获得新型职

业农民职称的人员，在优先享受新技术

培训，优先承接新品种、新工艺的实验

示范等政策的同时，涉农部门各类农业

项目、强农惠农奖补政策也将向其领办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倾斜。这些政

策措施，具备极大的正向价值。

这样的职称评定与政策支持，在一

定程度上也具有极大的示范价值。因

为，此前很多地方都呼吁给农民更有尊

严的政策、更有力度的帮扶，但多数地

区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实实在在的利

好。而石家庄的“农民职称落地”就能

带来一定的示范价值，那就是：既然石

家庄可以，别的城市应该也可以。或者

说，各地都可以照抄石家庄的“作业”

了。这样的做法，既是对农民这一职业

的肯定，也是“让农民成为更有奔头的

职业”的积极探索。

当然，就眼下来说，我们不仅期待

“农民评职称落地”掀起必要的蝴蝶效

应，更期盼这能“提高覆盖面”，除了在

职称评定上有更多肯定，还能在物质激

励上有更多倾斜，更能在社会保障上有

质的提升。只有从全方面的保障入手，

才能真正让农民成为更有尊严的职

业。只有让这一职业更有吸引力，才能

有更多的人才涌进来，也才能更好地助

力乡村振兴，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必须高度重视起来。

总而言之，“农民评职称落地”具

有极大的示范价值，我们也希望各地

能及时跟进，汇聚起推进乡村振兴的

磅礴力量。

“农民评职称”有示范价值

各 抒 己 见

□梁 新

二十大，是党在新起点上的再出

发。二十大作为又一个新起点，是站在

更高的高度上，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确定因素之下的再出发，也是新冠疫

情仍肆虐全球形势下的再出发。在这样

一个历史关口，关键时刻，二十大必将成

为奋进新征程的“充电桩”“加油站”。中

国人民不会“小富即满”“小进则安”，“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让中国人民斗志昂

扬，也让中国人民精神焕发、精神饱满、

一路高歌猛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奋进路上，绝

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

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只有“充足电”“加满油”，才

能在新征程上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尽

管我们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也不能

“松口气”“歇歇脚”；稍有松懈，到手的机

遇也会拱手让人。

二十大制定的目标，就是向“那片更

高的天空”，勇敢地飞去。不飞，不努力

飞，永远看不到“那片更高的天空”的景

色，也只能像燕雀那样，永远弄不懂中国

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鸿鹄之

志”。二十大的再起飞，是为了人民过上

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

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都会坚定地起飞，

坚定地高飞。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

幸福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担当，我们

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我加压”，我

们党“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

精神”。“鸿鹄之志”是我们再起飞，再高

飞的“充电桩”“加油站”，也是我们不知

疲倦“飞得更高”“飞得更远”的韧劲与

后劲。

奋进途中再加油

□赵盛基

2022年10月23日，法国波尔多，年仅22

岁的马宏达战胜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众

多好手，一举斩获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抹

灰和隔墙系统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队在该

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马宏达，2000年出生，从小喜欢画画，但

学习成绩并不好，16岁时，他没有参加中考，

而是选择进入提前招生的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就读建筑装饰专业，学制六年。他想，父

亲是装饰工人，自己也学装饰手艺，将来顺顺

利利毕业，然后回家帮父亲一起搞装修。

马宏达很热爱这门专业，入学后，在老师

的指导下设计了很多造型，非常有成就感。

入学一年后，他就从 200 多位报名者中脱颖

而出，成了学院世界技能大赛训练研发中心

的15名成员之一，他选择的是抹灰与隔墙系

统项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就被

学院选拔参加了城乡建设部主办的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并荣获第一名。由于成绩突出，

2022年代表祖国来到了法国波尔多参加世界

技能大赛，依然参加自己喜爱的“抹灰与隔墙

系统项目”，俗称“抹腻子”“刮大白”。

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项简单的体力劳

动。然而，面对与在国内训练时完全不一样

的材料以及举办方设置的重重难题，马宏达

凭着新颖的设计、精湛的技术和超高的精

度，硬是把这项简单的事情做出了世界冠军

的水平，不仅征服了所有评委，也让其他选

手叹为观止、口服心服。可见，再简单的事，

只要做到极致，就会做出精彩，为祖国赢得

荣誉。

凯旋归来，马宏达非常低调，当问及他

将来有什么样的梦想时，他诚恳地答道：“成

名后，很多人希望我成为企业顾问或者管理

者，但我希望回学院当老师，引导更多像我

一样的年轻人参加到技能型学习之中，让他

们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中国工人的技能和

力量。”

做到极致就是精彩

□程应峰

骑摩托车，意外被带倒，摔了一跤。好
在，还算幸运，除了些皮肉之伤，并没有伤及
筋骨。

这个不算大的祸端，将老婆头一天为我

买下的一条牛仔裤，在膝盖下方擦出了两个
不大不小的洞。

回家，老婆看了看，笑道：“没事，就这么
穿着，现在不是流行‘洞洞裤’吗？”

我说：“这咋行，如果时光倒回 20 年，这
样穿着，或许还马马虎虎。就现在，你也不
看看我什么年纪了。”

“那，补补？”老婆有些迟疑。
“当然，我记得以前有一条裤子磨破了，

在那地方绣上一朵花，倒也挺好的。”我回应。
“那就补补。”老婆没再说什么，将裤子

收拾好，出了门。
这一刻，我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件事，一

同班同学在田径场上锻炼时摔了一跤。他
爬起来的刹那，不是看伤了哪里，而是看裤
子破了没有。

一看裤子破了一个洞，他脸上刷地一下

就布满了愁云。
为啥啊？只因那时生活条件太不咋的，

裤子破了，就是一大损失。那时没有现在的
缝补工艺，手工缝补又特难看，破了，便只能
弃之不再穿了。

少了一条可穿的裤子，自然多了一缕
愁绪。

按说，如果经济状况不乐观，一条裤子
破了，补补，还是可以穿的。只是，人，固有
节俭之心，但也有爱美之心。要补，也得看
补成什么样子。补得顺眼，自然能够心安理
得地穿出去。

就缝补而言，彼时与现时的技艺，不可
同日而语。

如今，衣裤破了，拿到织补店，用机器绣
上一朵花，又快又好。不光看不出异样，还
增添了一分特别的意味。

这种有补丁的生活，顺理成章实现了价
值的回归，倒是挺有嚼头的。

人生无处不哲理，生活宕荡有玄机。
一如对待破损的衣裤，不放手，不遗弃，有
绣上一朵花的心思，这朵花，就一定会以特
有的姿态，在世俗的心空，开放出别致的生
活美丽。

有补丁的生活

石 说 寓 言

两个木匠
朱长官家要做两个样式规格相同的橱柜，找

来张李二位木匠，要他俩各做一个。张木匠家务

缠身离不开，拿了图纸，运了木料，在自己的家里

加工，李木匠在朱长官府邸做活。

朱长官一天到晚在李木匠身边，嘴巴唠叨没

完，一会儿说尺寸长了，要缩减；一会儿说尺寸短

了，要换料；一会儿又说式样不妥，要翻工，经常弄

得李木匠左右为难，哭笑不得。

一个星期后，张木匠给朱长官送来了橱柜。

朱长官看了，称心如意，连声夸赞。

张木匠见李木匠的橱柜居然连框架还没有立

起来，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与李木匠同师为徒，手

艺相当，他怎会到现在还八字没有一撇呢？于是

不好意思地问李木匠：“师哥，你的手艺比我高超，

活路比我麻利，而且还有主人看在跟前随时指导，

怎么现在还没做好呢？”

李木匠沮丧地摇着头，长叹一声，指着地上乱

七八糟的木料，说：“师弟呀，别提了，他一会儿这

样指示，一会儿那样要求，弄得我无从下手，有力

没法使，成天干着急。看来，主人还是关心你。”

张木匠莫名其妙，连连摆手，说：“你真会讲

笑话，朱长官根本不关心我，他从来没有去看过

我一次。”

“不去看你，那就是关心你。”李木匠苦涩地笑

着，满脸涨红，气呼呼地说，“他一天到晚看在我跟

前，指手划脚，是不相信我，无异于跟我捣乱。”

张机灵移树
张机灵有点傻，却自认为聪明过人。有一次，

他去西山的亲家做客。晌午，亲家母喊亲家公取

肉烧菜：“快把枣树上的猪肉给我摘来。”（那肉是

在集上买回来挂在枣树上的。）

张机灵一听这话，连忙跑到院子里瞧。他见

亲家公果然从枣树上摘下一块新鲜的猪肉，心里

禁不住暗暗叫妙：“原来亲家的枣树会结猪肉呀！”

傍晚，张机灵临回家时，走到枣树前，拍着树

干，对亲家公忸怩作态，笑而不语。亲家公意识到

他有事，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什么事直管讲。张机

灵红着脸说：“我想移棵枣树，怕你舍不得。”

“有啥舍不得的，不就是棵枣树嘛。大树边

上新发出来两三棵小的，你要哪棵都行，栽了当

年就能结枣。”亲家公说罢，就拿锨掘土，给他移

了一棵。

张机灵回家后把枣树也栽在院子里，悉心管

理，水肥充足，枝繁叶茂，当年真的结了不少枣

子。大红枣没有给张机灵带来丝毫欢欣，他一天

三遍敲着树干喊叫：“我不要枣子，我要你结猪肉，

赶快结猪肉！”

张机灵连续吆喝七八天，仍然不见枣树结肉，

失去了耐性，拿过竹竿，对着枣树狂打猛砸，枝枝

叶叶连同大红枣落满一地。他用脚把一个个大红

枣踩得稀八烂，边踩边骂：“光结枣子不结肉，我白

给你施肥浇水了！”

枣树的断枝处滚出串串汁水，张机灵以为是

枣树委屈流泪，骂道：“不服气是吧？来年若再不

结猪肉，我就把你伐了烧火。”

枣树悲悲切切地说：“我永远不可能结猪肉，

你现在就把我伐了吧。”

这话让张机灵沉思良久。他想，树到我家不

结猪肉，肯定是水土不服。于是自言自语道：“这

好办，我去亲家的院子里挖些土运来，给枣树培上

不就行了吗。”

（石 飞）

哲 理 漫 画
于昌伟/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