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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 视角论新 新点

最近，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各省反馈
督察情况，通报了一些地方政府不作
为、乱作为问题。比如，企业超标排放，
政府却帮其弄虚作假；政府以会议纪要
形式违规干预环境执法；饮用水源一级
保护区内违规建别墅，政府为其补办手
续……为啥明知故犯？一些干部甚至
还振振有词，怕影响经济发展。

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市场可能
还不小。有些地方面对环保督察，
不但不清理“土政策”，甚至出台新
的“土政策”，原因就是担心会影响
经济增长。问题是，持有这种想法
的人，往往只算了财政税收的小账，
而忘了算污染对当前生活及后世子
孙的影响这笔大账。

其实，只要把眼前的蝇头小利和
生态修复放在一个天平上称一称，马
上就能看出这种借口的荒谬之处。
最近，媒体报道了桂林地区采石挖沙

的教训，几年来创造的税收不过约
100万元，而生态修复却花了近1000
万元。“山水名片”遭到破坏，当地干
部都连连叹息，“真是得不偿失”。

可见，以发展经济之名纵容环境
破坏，不仅仅是一种短视，更是在推卸
责任。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良好的
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需品，马
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活环境却
无多大改观，甚至还一天天变坏，这是
不能允许的。换句话说，以前我们对
环境的欠账，迟早是要还的。因此，现
在算经济发展的账，就要把生态修复
的成本算进去，否则，不仅这一代人要
承受生态破坏之苦，子孙后代仍然要
花更高的代价去修复和改善生态。

生态是一笔“脆弱的财富”，要给
后世发展留下足够空间，但也不是说
当代人的需求就可以置之不理，关键
在于度与量的平衡、用和补的协调。

一棵树成材需要十几年，而砍伐只需
要几分钟，无论从生长与消耗的对比
看，还是从抚育和利用的价值看，修
复和保护生态的成本远远大于开
采。如果只开发不保护、只利用不修
复、只污染不治理，“吃多少就要吐多
少”，甚至更多，这样的财富置换并不
经济。只有树立适度适量的原则，

“用”与“补”协同进行，才能避免生态
产品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尴尬。

修复和补偿生态是系统性工程，
不只要修损伤、补不足，更要找到新
的替代发展方式。已然亮起红灯的
生态区，在补历史欠账、发展欠账的
问题上不能含糊，也要在体制机制上
形成合力，明确补偿与修复的标准、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法律法规等，想
办法走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发
展模式，否则容易走上老路。

我们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因此，资源开采也好，旅游开发
也罢，还得有底线意识。这不只是
说，必须绷紧绿色发展的红线，还要
意识到，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
看，以环境为代价去求经济发展，其
实是不经济的。只有从这个角度，去
理解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历史
责任，才能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以全域的、全
民的、全面的绿色化，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转入生态文明新阶段。

一位林场职工说，小学时开始种
树，它们都几十岁了，看到自己亲手
栽下的，就一定要回来，人是树，树也
是人。这种造树情愫，寄寓了一种价
值，即“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共
生”。我们渴望的可持续发展中，生
态环境的位置不可替代，越早学会与
它共存共生，我们才能越快把人人向
往的美好生活拥入怀中。

把“实”字写在基层沃土
■孙含欣

象现 观点

“坚持”两个字，知易行难，力
重千钧。回望革命战争的波澜历
程，有人遇困境时常有畏难情绪，
嘀咕“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怀疑
动摇中止步不前；有人加入队伍放
不下投机心态，不能正确对待得失
进退，在牢骚抱怨中半途而废。今
天，在年轻一代的“三门”干部身
上，“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
的信念”，这话绝非危言耸听，依然
是闻者足戒。分析起来，种种“弃
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没有把握好前进与曲
折、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的辩证
法，到关键节骨眼上差了那么一份

“坚持”。
坚持首先是一种信念。有人

曾问邓小平同志：“长征那么艰难
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他坚
定 地 说 ：“ 跟 着 走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多 少 人 正 是 坚 信“ 只 要 跟 党

走，一定能胜利”，义无反顾地选
择了坚持。1934 年底，被誉为“谍
战玫瑰”的红色特工沈安娜受党
指派，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
处的速记员。但有一天，她突然
出现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强烈
要求去延安，原因是对敌人内部
腐败非常愤慨。周恩来等人分别
做工作，嘱咐她长期隐蔽下去，可
以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后，
她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隐蔽战
线斗争中，直到 1949 年 5 月胜利返
回上海。正是坚定的信念，使她
坚持到底，接受了严峻考验，作出
了突出贡献。今天，有的人面对
一时的委屈而彷徨、焦躁，在阶段
性困难面前“闹情绪”“耍小性”，
甚至动辄放弃、打退堂鼓，归根到
底就是信念不坚定。

坚持是一种锤炼。“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朱德被毛泽东赞为“意

志坚如钢”，南昌起义后他率部掩
护主力部队进军潮汕，恶战后却传
来了潮汕起义失败的消息，孤军无
援该往何处去？生死关头，朱德在
天心圩整顿部队，说明形势和任
务，充满信心地告诉将士们“要把
革命前途看清楚……中国革命现
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
是暂时的”。这番士气鼓舞，让革
命的精华保留下来，队伍的面貌焕
然一新。没人想到，在那支 800 人
的队伍里，走出了新中国的三位元
帅和一位大将。可以说，正是一次
次的坚持，锤炼了队伍，也成就了
事业。有句励志的话：成功的路上
并不拥挤，因为能坚持下来的人不
多。在成长与干事的道路上坚持
到底，拿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
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我们终会
收获“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
宵遁”的喜悦与骄傲。

坚持是一种精气神。屡屡被
提及的山西右玉县，之所以能从风
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
改造成人民富足、百业兴旺的“塞
上绿洲”，靠的是一批批“飞鸽牌”
的干部们坚持去干“永久牌”的事
业，是 18 任县委班子“扛铁锹、吃炒
面、喝泉水”将一张蓝图绘到底。
这种坚持，透射出的正是共产党人
干事创业的那么一种精气神。今
天，推进改革发展，仍需激发“坚
持”的精气神，以谷文昌“不救民于
苦难，共产党人来干啥”的韧劲儿，
以“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
头”的憨劲儿，瞅准了目标百折不
回往前冲，我们才能爬坡过坎，赢
得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只要
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这
个深刻道理，于国家是这样，于个
人也是这样。

克难攻坚看“坚持”
■李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
是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立足基层
的土壤，领导干部能否切实做到履职
尽责、狠抓落实，事关一个地方的改
革创新实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基层领导
干部是党政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实施
者，对政通令行至关重要。近年来，广
大基层干部勇毅笃行、苦干实干，以不
折不扣的落实开创了改革发展的新局
面。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用开会代
替实干”“自拉自唱”的“病官”，他们不
但让好政策停留在了文件上，也令党
政形象蒙尘。抓而不实，等于白抓。
如果仅仅是耍嘴皮子、摆样子，再好的
政策也自然会落空。

做好基层工作，“实”是关键字，必

须迈开步子，真落实、会落实。对基层
干部来说，首先应当转变观念，摒弃错
误的政绩观。签名字之前多想一下，
这项工作是不是于民有利；盖戳子的
时候多停一会儿，想想这份文件能不
能造福于民。牢记宗旨，才能实现个
人政绩和群众利益的双赢。还要号准
脉，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坚持从本地
区、本部门实际出发，把问题背后的根
源摸清，在政策落实之前多听取利益
相关方的意见，必要时要公开征求意
见、举行听证会，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科学决策。更要迈开腿，做实干的表
率。现在，少数干部撸起了袖子，但习
惯于在一旁“指点江山”“喊号子”，工
作全靠别人干。这样“抓落实”，就是
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也还要看到，做好落实这篇文
章，尤需避免一些陷阱或误区。

形式主义、本本主义的陷阱。
毛泽东同志说过：“盲目地表面上
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
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
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
工的最妙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个
别基层领导干部以会议落实会议、
以文件落实文件。到头来，会没少
开、文没少发，但究竟谁来干、怎么
干还是不清楚。

贪多求大、虎头蛇尾的误区。抓
落实，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东一榔
头、西一棒子。这也想抓、那也想搞，
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
抓落实，就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扬

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自拉自唱、自吹自擂的陷阱。一

些基层干部终日在汇报文章或数字
政绩上费尽心思、摆花架子，想方设
法凸显自己。其实，群众满意不满
意、群众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工作成
效的试金石。工作刚有点起色甚至
还在“规划”阶段就开始总结成绩，只
能是掩耳盗铃、误人误己。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抓落实的态度与能力，检验
着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和工作作
风。带头迈开步子，确保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的畅通，驰而不息地真
抓实干，广大基层干部才能以实实在
在的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看着 2016 年的考核结果，贵州
毕节市七星关区生机镇党委书记
赵仁祥想不通，“我们迎检资料做

得这么好，为什么得分这么低？”原
来，大部分工作落实怎么样，考核
组早就掌握了。考核组工作人员

告诉他，做“纸面功夫”已没有多大
价值了。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现实
中，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员不在少
数。不注重平时工作，寄望于“临
时抱佛脚”，有的为了脸上好看、面
子有光，安排写作班底赶材料、装
卷宗、制展板，把说的当成做的、把
规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成业绩
等，搞起了“纸面成绩”。“又到年终
大检查，机关上下乱如麻。数据连
夜狂掺水，总结通宵猛贴花。只图
大话夸政绩，哪计浮言误国家。灯
红酒绿杯频举，今年成绩笑哈哈
……”这是公众对玩“材料工程”，
为成绩“涂脂抹粉”的辛辣讽刺。

不可否认，书面材料作为工作
纪实，的确能反映部分工作的进程
和成效，可以作为考核的一种辅助
手段。但是，材料毕竟是经过加工
后的“映像剪影”，看到的、听到的
典型也好、经验也罢，都是经过“加
工”的，无法全面了解被考核单位
的“庐山真面目”。如果仅仅以材

料作为考核依据，就会误导下级务
虚不务实，平时工作用不用心、出
不出力都无所谓，只要考核之时安
排专人写好材料、做好汇报，糊弄
应付就能过关。不仅挫伤了真干
实干单位的积极性，而且落入形式
主义的窠臼，为其推波助澜，助长
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之风。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杜绝“材料出政绩”“以
材料论英雄”现象，真正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首先要科学制定
考核指标体系，变年终考核为常
态考核，变“一把尺子”为“多把尺
子”。其次要转变工作作风，坚决
摒弃“看材料、听汇报”考核方式，
结合材料中的事件、人物，开展实
地走访了解，用群众口碑称量干
部工作实绩。如此，方能铲除“纸
面功夫”的滋生土壤，倒逼干部俯
下身子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
将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干事创业、
谋求发展中去，让群众享受满满
的民生“干货”。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
时强调“让干净的人有更多干事的机会，让干
事的人有更干净的环境，让那些既干净又干
事的人能够心无旁骛施展才华、脱颖而出”，
这席话语重心长，揭示了干净干事的内在大
逻辑，道出了为官从政行稳致远的真谛。

一心干事是一种职业操守。有很多干
部把职业当成事业乃至生命来看待，体现出
人生站位、情怀和格局。“时代楷模”燕振昌
一心干事、勇于担当，直到生命终止的前一
晚，还打电话给班子成员，细致交代第二天
要办的几件事；生命终止前的那一刻，还伏
案握笔写下当天要办的事，人们称他“活着
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然而，也有
一些人似“大象屁股推不动”，像算盘子拨一
下动一下，或像陀螺得抽着转；有的做公家
事“磨洋工”，干私家活“打冲锋”，8小时内是
官员，8小时外是商人；还有的奉行“多做多
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人生信条，搞起
了“既不出风头，也不落后头”的所谓“中间
主义”等等。“为官避事平生耻”，在其位谋其
政、履其责，找准位子、扑下身子、放下架子、
干出样子，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
当。一切慢作为、懒作为或不作为都是一种
耻辱，都是职业道德的失守，不干事的干部，
不但“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且一点干
净的样子和味道也没有。

一身干净是一种“政治教养”。列宁曾
严厉痛斥“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
上政治”，认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
贪污受贿的。”看一个共产党人身上有没有
政治教养，最基本的标准就看他有没有贪污
受贿、以权谋私，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

爽。现实中有的人总觉得只要一心干事，身
上有点不干净似乎情有可原，甚至认为可以
网开一面，以功抵过；还有的人觉得干事的
人“出点事”“沾点腥”在所难免，所谓“洗碗
多的人容易打碎碗”等，而忽视了这些其实
都是政治教养缺失的表现。各级干部决不
能以干事为幌子暗度陈仓，或以干事为由为
不干净开脱，只有守住底线，做一个政治干
净、心理干净和“手脚”干净的人，才为干事
装了“安全阀”，贴了“护身符”。

“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一心干事
也好，一身干净也罢，离不开干净的环境，
俗话说，环境改变人，环境塑造人。有一段
时间，政治生态被一些人若明若暗的“潜规
则”搞得乌烟瘴气，让好人受气、老实人吃
亏，“不会来事”“不合时宜”的人被边缘化，
寒了不少人的心，也让一些人变得所谓“学
乖了”“聪明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坏风
气走，甚至同流合污。近年来，政治环境已
经大为好转，政治上的一些“雾霾”日渐消
散，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政治生
态的修复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
些问题和毛病，一旦有适宜的气候便会复
发，改头换面、粉墨登场。从这个意义上
看，政治环境的整治不能只看朝夕，还得只
争朝夕，真正形成让干事又干净的人吃苦
不吃亏、受累不受气、流汗不流泪、埋头不
埋没的好环境。

干事但不干净不行，干净却不干事也
不行。事实告诉我们，干事而不干净迟早
要出事，表面干净但不干事本质上也是一
种不干净。伟大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既一
心干事又一身干净的好干部。

一心干事与一身干净
■徐文秀

会社 观点

学会平衡发展与生态
■李洪兴

1948年秋，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前夕，
正值苹果成熟收获之际。在东北野战军的
战前政工会议上，罗荣桓指着院子里果实
累累的苹果树说：“要教育部队保证不吃老
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是挂在树上的、收获在
家里的、掉在地上的，都不要吃，这是一条
纪律，要坚决做到。”

苹果虽小，却事关军队形象，影响着战
场内外的人心向背。“保证不吃老百姓一个
苹果”，映照着一支队伍严明的纪律与扎实
的作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方的队伍
面貌反差表明，纪律松弛必然导致军心涣
散、斗志萎靡、行为放纵；正风肃纪、赏罚分
明，才能明法度、立规矩、定军心。而历史
的天平，最终会向赢得广泛民心、受到百姓
拥护的一方倾斜。

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这是人民军队的铁律，更照见党的优良
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屡次提
及“不吃苹果”这件事，强调其根源于党的
领导和教育。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共产党
人靠着“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认真劲
儿，始终坚守原则底线，始终把百姓的利益
摆在第一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
乡下调研从不吃老百姓一口饭，不拿老百
姓一件物；“时代楷模”廖俊波，为企业兑现
一项项政策承诺，却未曾到企业喝口茶。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真正的知心
人，谁是可以仰赖的靠山，老百姓心中自有
一杆秤。

“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就是自觉抵
制不该得的好处，可谓站稳群众立场的生
动体现。然而也应看到，面对现实中的种
种利益诱惑，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忘却了
自身职责使命，为一己之私不惜违背党性
原则、触犯党纪国法。当他们跟老百姓争
着“捡苹果”，甚至从老百姓手中“抢苹果”
之时，种种言行，不仅有损党和政府的形
象，更消解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
信。因此，把纪律挺在前面，强化刚性执
纪，防止破窗效应，规矩才会立得起来，百
姓才会感到心安。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
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漠视党纪、知法
犯法，追逐私欲、与民争利，皆是对民心民
意最大的忤逆与伤害。对为政者来说，这
又何尝不是在给自己的前行之路设置羁
绊、挖掘陷阱。实践一再证明，立规矩、守
纪律，才能扶正祛邪；顺民意、惠民生，就会
凝聚民心。站在新的时代舞台上，每一位
党员干部都应保持清醒头脑，真正算清楚
人心向背这笔政治账，把党的纪律刻在心
间，把群众的福祉扛在肩上。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
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既自觉做到“不吃老百姓一个苹
果”，更努力追求帮群众收获更多的“苹果”，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这是党性觉悟的考
验，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一个苹果的分量
■张明

不久前，和几位民营企业家聊天，在谈
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时，他们不
约而同地反映：现在，“清”倒是普遍做到
了，但“亲”做得比较差。有的官员不为企
业服务，害怕跟企业接触，跟企业打交道也
是形式上的，开个会、见个面，不敢深入接
触，更不去为企业排忧解难，不去解决具体
问题，害怕别人说与企业走得近、有猫腻。
这个现象发人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是要求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
打交道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并不意味着
领导干部可以对民营企业家不理不睬，对
他们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
权益不予保护。相反，总书记强调，在民营
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
为、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造成一些干部对待民营企业“清”有余
“亲”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思想
观念问题。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领导
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接触是经常
的、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这种接触应该
是君子之交，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交朋友，
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
能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在这一点上，应该
进一步解放思想，准确认识和把握“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内涵。
一些干部与民营企业不“亲”，还与知

识不足和本领恐慌有关。比如，对现代经
济运行规律和现代产业发展特点缺乏了
解，说不了内行话，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增长
点和爆发点，更形成不了对经济工作决策
的有效建议；不熟悉现代金融，抓不住经济
工作的关键要素和杠杆支点；不懂现代企
业管理体制和公司管理制度，与大企业、大
公司管理层沟通“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
上话；长期不接触新知识、新理念、新方法，
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缺乏具体深入了
解，对新能源、新材料带来的技术变革和产
业革命缺乏现实感知，无法找准工作切入；
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带来的制
造业创新和竞争力升级缺乏现实敏感，实
现不了机遇转换，等等。

要想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说上话、找
对路，从主观上看，还要处理好做官与做事
的关系，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保官
位不想干事业。

当前，生冷硬的老衙门作风少了，但
脸热心冷的新衙门作风又来了。这些干
部看起来“清”，但“事难办”甚至“事不
办”，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长期得不
到解决，错失发展机遇，造成的损失也不
小，最终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破坏党群干
群关系。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今天，只有每一个基层组织、每一个党
员干部都成为发展的动力，发展动能才能
真正稳定而持久。

服务企业不能“脸热心冷”
■李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