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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脸皮厚”，新闻中的这些镇干部们岂一
个“脸皮厚”了得？被“曝光”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照
赌不误”，“赌博”之诱惑力何以如此之大？这干部之

“四风”何以如此之难纠？归根结底，是信仰不坚，律己
不严之故。作为党员干部，政治觉悟应该比群众高，是
非观念应该比群众强，对“赌博”的认识应当更为深

刻。很多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同志在总结忏悔时往往都
说是自己“经不住诱惑”。看来，这“赌博”确实是给我
们的人民“公仆”们下了一个不小的“套”。

然而，就像那些歌星影星还要去吸毒贩毒一样，
“明知故犯”的软肋始终存在，主动“入套”者就时而有
之。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赌博的控制，采取
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批评、引导与强制执行综合运
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从上层到下
层，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百姓，对赌博危害的认识
并没有从骨子里得到多大的提高，很多时候还得强制
处理才行。这样，自己参与违纪的主动性还很强，光靠
外部因素很难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了。

纵观近年来“落马”者，不管是党政要员，还是明星
大腕儿，似乎都有一条“潜规则”，就是反面的“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口头喊着廉政、反腐者，自己倒成
了腐败分子；会上强调禁止“赌博”者，自己却豪赌、滥
赌；以“打黑”成名者，却是“黑老大”；宣传“禁毒”者，自
己却吸毒藏毒……按常理来说，这岂非咄咄怪事？

眼下，我们正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主动对标党章党规找差距、抓落实不能流于形式。
基层的党员干部们，“媒体曝光”敲响了违纪行为的警
钟，倘若在灵魂深处仍然当作“耳边风”，“知错”仍犯，
那就病入膏肓了。不妨在主题教育中彻彻底底来一番

“刮骨疗毒”，对“赌博”等具有一定诱惑力的违纪行为
懂得拒绝、学会拒绝，才能走上行稳致远的康庄大道，
成就自己的无悔人生！

治疗“知错仍犯”确需“刮骨疗毒”
◎邓海建

近年来，从严治党一步步

深入，各级党组织对禁止“上班

饮酒”和“带彩娱乐”（赌博）规

定很严，处理也很严。但总有明

知故犯者。日前，新华网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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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监委对相山镇25名干部

存在的“庸懒散慢”等不作为慢

作为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分

别给予多名党员干部相应的党

纪政务处分或问责处理。

“在线学习”“学习强国”也好，“岗
位练兵”也罢，因为他们都是政治性任
务，完不成任务不仅要通报批评，而且
也牵扯到年终考评的等次评定、晋升工
资、提拔重用等，真是来不得半点马虎。

谈到学习，道理不用多讲，《礼记.
中庸》中就有现成的东西。关于学习，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如何博学之?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
指明了方向，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著作，然后要学习工作所需的相关书
籍，最后要学习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国的
传统文化典籍，至于“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总的来说就是要以“思辨”的
观念去学习，“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便是对“思
辨”思想最好的诠释。同时，习总书记以
此金句也勉励年轻人要迈稳步子、夯实
根基、久久为功。作为基层工作人员，尤
其是青年公务员，当牢记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身体力行的做好各项工作。

然而，当下基层却出现了一些“只
上线，不上心”、“只刷分，不学习”的歪
风。有些干部，为了拿到积分，点开文章
却不看内容，打开视频却放置一边，到

了可以得分的时间，就掐点关掉；有些
干部，为了自身排名，做题目直接看答
案，写评论直接复制粘贴，根本就没有
自己的思考和观点；还有些干部，不利
用休息时间学习，反而利用上班时间刷
分，导致本末倒置，耽误了本职工作。这
些投机取巧的行为，让“线上学习”成为
了比积分、看排名的工具，不仅挫伤了
学习积极性，影响了学习成效，更违背
了“线上学习”和的初衷，也助长了形式
主义的蔓延。

不可讳言，2019 年是“基层减负
年”。年初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就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提出
了明确要求。半年过去，一些基层干部
切身感受到会议少了、文件少了，名目
繁多的责任状也减掉了。但谨防学习上
出现新的形式主义，有关部门着实要为
基层公务员减减负。如，“在线学习”“学
习强国”“岗位练兵”等，能否出自一个
部门、一个学科或一个平台，别让基层
公务员手忙脚乱，甚至于手舞足蹈，上
完电脑、上手机，这也要学、那也要做，
一天下来，看似忙得不亦乐乎，但最终
导致还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以至于

半途而废。
因此，要想让“在线学习”“学习强

国”“岗位练兵”真正成为基层公务员的
“学习新高地”和“精神加油站”，让每个
党员干部学有所获，学有所用，首先要
解决“根子”上的问题。学习不是为了积
分，也不是为了向上邀功。只有思想上
自觉，自身愿意学，才能主动把自己摆
进去，认真学。其次要解决“创新”上的
问题。学习肯定是辛苦的，重压下的学
习只会产生逆反心理和抗拒情绪。但若
线下组织一些知识竞赛，开展一些技能
比武，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岂不比
单纯的“刷分排名”学习更有成效？再次
要解决“兴趣”上的问题。鲁迅先生说
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
还是有的。习近平同志“带一箱子书下
乡”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常言道“男女
搭配，干活不累”，因此，要着力解决工
学矛盾，别眉毛胡子一把抓，合理安排
好学习和工作时间，找一找基层公务员
感兴趣的话题，之后再将所学内容进行
延伸，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的优势资源，
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每天学一点，日
积月累，收获颇丰。

谨防“新外衣”下的形式主义
◎朱波

下基层督查扶贫工

作时，许多年轻公务员

向笔者反映在学习上遇

到的烦心事，作为一名

基层公务员，除了干好

诸多扶贫等一些中心工

作外，在学习上，一要完

成组织部门的“在线学

习”，二要完成宣传部门

的“学习强国”，三要完成

人社部门的“岗位练兵”

咋一看，“创新”其实并不难，只要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地本单位实
际情况，玩玩“文字游戏”、做做“纸上功
夫”，“创新”就可以出来了。但实际上，
再愚笨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创新”并非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是为了完成任
务、敷衍交差。不过，出现这样的问题，
根子不在基层，而在于上级有关部门急
功近利的政绩观所致。

近日，半月谈网发文称，记者在基
层采访，常常发现文必见“创新”、言必
称“创新”、行必举“创新”，上级部门热
衷于搞一些新提法、新政策，实际工作
内容和方式并没有什么改变或创新，其
实是包装材料、玩概念。其实，在基层工
作的干部普遍有一大感受，那就是能否
实现创新取决于能否在文字材料上精
准提炼、归纳总结，换言之，就是会不会
玩“文字游戏”。

当前，不少机关单位不缺人，缺的

是“笔杆子”，所谓“笔杆子”，就是既能
给领导干部写讲话稿、发言稿，又能写
总结报告、经验材料，“笔杆子”所到之
处，必然是掌声四起。不过，大家都知
道，“笔杆子”的工作就是宅在办公室，
整天埋头伏笔，没有时间下基层，更没
有时间去认认真真搞调研，但是能写会
编，加上各种硬性要求，“笔杆子”是到
基层最少时间的干部，但却是一个单位

“创新”最多的干部。
如果说，写写材料、编编文字就算

是“创新”，那么无疑，必然导致干部的
务实担当就沦为了笑谈。就实际而言，
创新是从机制体系到实践实干的创新，
是从总结成败到突破瓶颈的创新，是从
思维观念到工作举措的创新，创新并不
难，但也绝非易事，创新是建立在具有
丰富经验、全面深入思考、提炼总结突
破基础之上的，绝不是材料上落下“创
新”二字就成了真正创新。所以，“纸上

创新”背后的作风漂浮问题不容小觑，
更不能视而不见。

创新的力量在基层，创新的智慧也
在基层，但这并不意味着动不动就让基
层搞创新，特别是在某些政策尚未明确
的领域，就连上级专业部门都束手无
策，硬逼着基层搞创新，和“赶鸭子上
架”没有区别，其结果，必然是逼着基层

“纸上创新”。“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
腿”，与其事事都让基层搞“创新”，不如
让基层把每件事都干实、干出成效，凡
事出了成效，就有了创新。创新是实践
来的，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出来的。

破除“纸上创新”怪象，关键还是要
转变思想、改进作风、敢于担当，给基层
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基层在实干中探
索总结。打破“材料英雄论”，多去一线
调研，多到现场商议，多听基层意见，多
些政策倾斜，创新便会成为名副其实的
创新。

“纸上创新”折射作风漂浮
◎李丁乔

应该说，凡事在党政
机关工作的干部都有这
样的经历：上级刚刚发文
安排部署工作，不到一周
时间，甚至在两三天之
内，就要求下级报送贯彻
落实的“创新举措”。

“越野”不能变“撒野”
◎宋豪新

让法治意识、生态文明素

养与户外活动程度同步提升，

是不容忽视的社会课题

“越野天堂”“隐世仙境”“世外
桃源”……对于爱好户外旅游越野
的人们来说，四川的美景令人流连
忘返。四川省幅员广袤，地质地貌多
样，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适宜于户外
穿越、自驾越野旅行，因而近年来许
多景区客流量逐年增多。美丽景致
不可复制，也往往不可再生。保护好
美丽的自然生态，人人都有责任。

过去几个月里，发生在四川的
两起违规越野，引起不少关注。5月
初，一段越野车队碾压“格聂之眼”
植被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几辆越野
车环绕四川理塘格聂神山景区的重
要景点“格聂之眼”行驶，肆意碾压
周边植被，对脆弱的高原生态造成
致命伤害。6月中旬，7名“驴友”涉嫌
违规穿越卧龙自然保护区大雪塘，
并造成1人遇难。相关管理部门依法
对涉事人员作出处理，但如何文明
旅游、文明越野，值得思考。

事实上，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
是旅游景区，都有明文规定的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即便是普通的森林、
草原，同样受法律保护。比如草原法
第五十五条就规定，“除抢险救灾和
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外，禁止机动
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破坏
草原植被”。法治社会中，任何户外
活动都必须合法合规，法无禁止方
可为。如果户外越野只图个人体验
而不顾生态安全和法规红线，难免
出现生态资源受损、个人违法违规

受处分的多输局面。由此而言，让法
治意识、生态文明素养与户外活动
程度同步提升，是不容忽视的社会
课题。

当前，户外旅游和越野正在成为
国民休闲新潮，这是值得鼓励的发展
趋势，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应有之义。但也要看到，户外
活动会占用公共生态资源，让大自然
留下人类活动印痕，所以需要一定水
平的专业素养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之
心。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原主
任、熟悉户外活动的肖锋，跟记者一
口气道出了“环境最小冲击”的七大
原则，分别是：提前准备计划、在可耐
受地面行进和露营、妥善处理垃圾、
保持自然原貌、野外谨慎用火、尊重
野生动物、考虑其他野外活动者。可
见，参与户外活动，最不能忘的，就是
生态保护这根弦。

格聂景区和卧龙保护区遭遇的
问题并非个例，国内有许多经典的
徒步线路，如羌塘线、洛克线、鳌太
线、狼塔线、墨脱线……深入其中探
险穿越的爱好者不在少数。而因为
爱好者贸然行动导致失联、动用巨
大人力物力救援的新闻也屡见报
端。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人为干
扰，防止发生不可逆的生态破坏，是
对自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必
然要求。相关部门应主动制定措施，
引导户外旅游、探险、越野运动健康
发展，引导爱好者提升素养、重视合
规参与，从根本上减少户外活动对
绿水青山造成的不良影响。

生态文明呼唤每个人养成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的文明自觉，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让户外活动绿色起来，让
越野探险文明起来，好生态才能持
久惠及每个人。

药品价格与公众利益息息相
关，价格的波动牵一发动全身，公众
对价格的上涨极为敏感。随着物价
的上涨，药品价格有规律和节奏的
上涨，属于“合理性表现”，但若在短
时间内出现少则数倍，多则十数倍
的上涨，则明显背离了基本规律，超
过了公众的承受预期，成为一笔难
以承受的负担，加剧了“看不起”的
民生痛感，则值得高度警惕并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

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药品的
原料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倒还呈
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制成药的价格
却变得越来越贵，其主要驱动力是
药品成本的上涨，比如人力成本即
工资的刚性增长，还有环保压力与
准入门槛的提高等原因，比如GM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 GSP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实施，
让药品生产和经营变得越来越规
范，粗放模式也就失去了市场，由
此造成了大量的药品生产企业被
排除在外，具备资格的企业变得越
来越少，降低了同业竞争的激烈程
度，为垄断式经营创造了条件。如
果某种药品，在全国只有一两家企
业生产，那么涨价的主动权就会被
少数企业所控制。

与此同时，环保以及工艺改造
等因素要求药企不断升级设备，减
少污染排放，从而增加了药品制造
中的“环保成本”，使得国内原料药
生产企业的兼并重组日益频繁，个
别企业因此取得了对某些原料药生

产的垄断地位，并借机实现了“附带
式涨价”，利用环保投入和准入要
求，为非合理性涨价提供了借口。虽
然基于上述因素，实现价格的上涨
符合实情，但若不能基于真实的成
本支付，而排除非合理上涨因素，药
品价格就会“虚高不下”。路径依赖
一旦形成，则药品价格的疯涨之势
就难以遏制。

由于药品价格采取的是市场定
价，也就是药品的价格取决于供需
状况，一种药品如果生产的厂家
多，竞争激烈，可替代的药品又相
对较多，则价格就会处于相对合理
的状态，且增长缓慢；如果一种药
品的生产厂家极少，市场呈现出垄
断的态势，则价格上涨就几乎难以
避免，甚至有可能因为炒价或者囤
货等因素，使之越来越“奢侈化”。
国内一些具有传统工艺的知名品
牌药品，价格一直处于上涨模式且
达到了极高的峰值，除了企业采取
饥饿营销推动，跟商品资本化和期
权化的策略也密不可分。不过，任
何商品的价格不可能只涨不跌，一
旦严重超过了消费承受力则会“有
价无市”，泡沫破裂也就会让业绩
实现断崖式下滑。

问题在于，日常药需求量大，涉
及群体数量多且难以替代，价格的
过快上涨则会形成极为严重的连带
效应。虽然药品价格实现的市场定
价，由市场自行决定，但并不意味着
放任非合理上涨，而不采取任何干
预机制。考虑到药品的重要性和特
殊性，对于药品的终端价格应当进
行合理的成本核算，并对药品生产
企业的成本备案进行核实，从而消
除其成本因素中的泡沫成分，使企
业自主定价在一定的合理区间，既
考虑到成本上涨的各种因素，又能
保障其有必要的利润空间，从源头
和渠道的把控上，让价格处于相对
科学合理的层次。

在此基础上，有必要采取更加
积极、有效和多元的手段，对药品价
格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手段，比如充
分利用医保的议价权，发挥医保在
控制药品费用上的重要作用；同时，
应当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和作好后续
服务，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进行重组，
新建一批高规格的药品生产企业，
激活药品生产的源头并提高行业竞
争力，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控制并
让利于民。在此基础上，要建立和完
善基本药物、急（抢）救等药品供应
体系，以强化储备、统一采购或定点
生产等方式保供，用政府的有形之
手去引导市场的无形之手，防止常
备药品的非理性上涨，让药品价格
像日常生活用品一样稳定可控。

常备药价格疯涨
应实施有效干预

◎堂吉伟德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人
都感受到了药价上涨的疯
狂。小杨前几天肠胃不舒服，
就去药店买了两盒肠炎宁，
结果花了近 100 元。他说：
“我是真没想到现在药这么
贵，两盒就将近100元。”头
疼脑热、感冒中暑、胃疼腹
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
到的一些小病，去药店买药
必不可少。从2018年以来，
许多常备药品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涨价，少则涨了几倍，
多则涨了十几倍，越来越多
的人觉得“病不起”。

（7月29日《人民日报》）

“累觉不爱”和“爱觉不累”是两种
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前者倦怠疲惫，
后者奋进有为。基层工作辛苦这是不争
的事实，在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情况
下，基层干部不如选择调整心态，在工
作中少些“累觉不爱”多些“爱觉不累”。

具体而言，怎么才能少些“累觉不
爱”？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累
的原因。基层干部的口中的“累”，包含两
层含义，一则是身体疲惫的累；二则是心
累。身体疲惫在于工作任务多，基层干部
常常是“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身兼
数职忙得昏天暗地。心累在于检查考核
频繁，往往是“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
钉”，心理压力大，且被问责的风险高。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严格
落实中央对于基层减负的要求，加大对
基层干部的关心关爱，切实减少工作中
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
部从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腾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真情为民，干出更多实
绩，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对基层干部要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和健康体检，确保他
们身心健康，愉快工作。

当然，仅让基层干部告别“累觉不
爱”还不够，还需更进一步，让他们进入

“爱觉不累”的境界。所谓“爱觉不累”，重
点就在于心中要对基层工作饱含深情，
心存热爱。在现实中，不少基层干部虽然
人在基层，但是心却不在，也没打算在基
层好好摔打一番增长本领，干出一番事
业，而是选择过得且过，碌碌无为地混日
子。心中对土地没有感情，对村民缺乏热
爱，于是，他们多干一点工作就会埋怨，
多付出一点辛劳都觉得吃亏，工作能推
则推，问题能避就避。可是在监督检查的
倒逼下，他们也干了不少活儿，但是效果
却不尽如人意，人却搞得身心俱疲。

那么，如何才能让基层干部“爱觉
不累”呢？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

面着手。首先，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把自
我价值追求和做好基层工作有机融合，
把基层工作作为展现自我才华，锻炼自
我能力的舞台，鼓励基层干部干事创
业；其次，对基层干部所取得的成绩要
及时反馈，及时肯定，让他们的付出能
够看得见，让他们的努力能够被认可，
对成绩突出优秀基层干部还要大张旗
鼓地予以表扬；最后，要特别注重对基
层干部工作方法和技能的培养，让他们
成为懂农村，懂农业、爱农民的行家里
手，既能干事，也能干成事。当基层干部
在农村实现了自我价值，收获了成长，
干出了成就，他们会越来越爱农村这片
土地，即便身心疲惫也会“累觉不爱”。

总而言之，基层干部“累觉不爱”也
是一天，“爱觉不累”也是一天，为何不
果断选择“爱觉不累”呢？但愿，所有的
基层干部少些“累觉不爱”的无奈辛酸，
多写“爱觉不累”的主动进取。

少些“累觉不爱”多些“爱觉不累”
◎沈道远

近日，听见不少基层
干部抱怨，基层工作多、
加班长、待遇差、压力大，
“累觉不爱”的情绪在不
断蔓延。而与之相反的
是，部分干部则表示热爱
基层工作，喜欢“跑田
坎”，乐意和村民打交道，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爱
觉不累”。

遗失启事
炉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营业执照

正 本 ，注 册 号 ：513327600003261 遗 失
作废。

炉霍县时尚之美服装店
公章“甘孜藏族自治州水利局”编号

为：5133215024865遗失作废。
甘孜藏族自治州水利局

法 人 章 ，姓 名“ 李 敏 ”编 号 为 ：
51332450129944 遗失作废。

九龙合乐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敖 春 玲 ( 身 份 证 号 ：
513326197302180022)不慎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甘孜直属支行营业室办理
的 个 人 资 信 证 明 书 遗 失 ( 凭 证 编 号 川
B00063125 ，业务编号000001783，存款
账 号 ：2321100016000012034；金 额
140000，大写：壹拾肆万元整)该个人资信
证明书作废。

特此声明
2019年8月1日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