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5日 星期四评 论 3责编 /司晋丽 校对 /居磊 排版 /张玮

EIPING

当全社会都用爱的甘露去浇灌这片土壤的时候，定将催生出我们这个时代昂
首怒放的英雄之花

展望十四五 奋进新时代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扬为民
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
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牛，代
表着勤勤恳恳、吃苦耐劳，意味
着扎扎实实、坚韧不拔，象征着
义无反顾、无怨无悔。“三牛”文
化意象底蕴深厚，有中国人民自
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
牛年春节之后，进一步思考“三
牛”精神，有利于更饱满地投入
一年的工作。

“孺子牛”典故出自 《左传》
哀公六年：齐景公与儿子嬉戏，
自己口衔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
走，为此，齐景公还崩落一颗牙
齿 。 这 是 千 古 传 诵 的 爱 子 的 故
事，“孺子牛”由此成了人们赞誉
的美德。

除了父亲，有的也把老师比
作“孺子牛”，称赞他们辛勤耕
耘，甘于奉献，爱护学生就像爱
护自己的孩子。但“孺子牛”首
先讲父子亲情，比喻人伦之中最
基本的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正

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用“孺子
牛”形容不求回报、全心全意、无
私付出。鲁迅先生有“俯首甘为孺
子牛”的名句，人们借以拓展和升
华 “ 孺 子 牛 ” 精 神 ， 赞 扬 心 系 百
姓、鞠躬尽瘁为民服务的人。孺子
牛精神启发人们，应该时刻不忘把
百姓冷暖疾苦记挂在心。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在尊重
中华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
时代赋予的使命。“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不断开拓进取，以宏
大的气魄、过人的胆识，争当“创
新发展拓荒牛”，不拘泥、不保守，
不冒进、不蛮干，攻坚克难，革故
鼎新，行稳致远。

人们常说希望“天佑”，或谈到
“顺天”，说到底都应是指对于自然
与社会规律的主动性把握。鲁哀公
请教孔子：“君子何贵乎天道？”孔
子回答说“贵其不已”。有境界的君
子强调“知天命”，推崇和敬畏天
道，是为更好地“上律天时，下袭
水土”。“人定胜天”不是与“天”
对抗，而是人若心定就不惧任何艰
难险阻，所以孔子说“灾妖不胜善
政”。《易传》 说“自天佑之，吉无
不利”，遵从天道，不断进取，自强

不息，就修得了优质的生命！
诗人臧克家诗作 《老黄牛》 中

写道：“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
走东西。老牛蛮解韶光贵，不待扬
鞭自奋蹄。”老人的作品之所以脍炙
人口，就在于他借助了不辞辛苦、
老 当 益 壮 、 自 强 不 息 的 老 黄 牛 形
象 ， 赞 美 了 “ 老 骥 伏 枥 ， 志 在 千
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
壮 志 。 如 果 说 拓 荒 牛 体 现 的 是

“勇”的精神，那么老黄牛最主要的
是体现了“勤”的精神。

据 《左传》，宣公十二年，春秋
时期就已经有“民生在勤，勤则不
匮”的箴言，意思是百姓的生计在
于勤劳，勤劳就不会匮乏。国计民
生在于勤劳，勤劳则国富民强，不
可战胜。中华民族一直崇尚勤奋敬
业。《尚书》 有“克勤于邦，克俭于
家”“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夙夜
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等名言，《六韬》 有“敬胜怠则吉，
怠胜敬则灭”的“至道之言”。这些
都是激励人们勤奋向上的经典名言。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征途漫
漫，惟有奋斗。老黄牛精神是勤奋
耕耘、永不言败精神，有“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踏踏实实，更有“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不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
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从文化意象看“三牛”精神
杨朝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文风建设，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精神劲头狠抓文风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

然而，也要清醒地看到，当
前不良文风问题的土壤还在，仍
有个别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文件材
料生搬硬套、短话长说，看似热
热闹闹、面面俱到，实则脱离实
际、无趣无用；有的夸大其词、
故弄玄虚，看似可圈可点、有声
有 色 ， 实 则 回 避 问 题 、 浮 夸 吹
嘘；还有的“稿来稿去”、推来推
去，看似精心打磨、准确无误，
实则明哲保身、缺乏担当……

历史一再证明，不良文风耗
费时间精力，降低行政效能，消
解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
群众中的公信力、感召力、推动
力。

什么样的文风才是好文风？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早已作出了
示范。

2003 年 2 月至 2007 年 3 月，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
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
短论 232 篇。2007 年 5 月，浙江日
报 社 经 再 三 征 求 习 近 平 同 志 的 意
见 ， 在 经 其 同 意 后 ， 这 些 短 论 以

《之江新语》 为书名结集出版。有
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这本书
深 受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好 评 。 何 以 如
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短论思
想性、针对性、时效性强，言之有
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
民 ， 文 风 清 新 朴 实 ， 语 言 生 动 活
泼 ， 内 容 丰 富 多 彩 ， 观 点 鲜 明 清
晰 ， 论 述 深 入 浅 出 ， 意 蕴 深 刻 隽
永，或旗帜鲜明，引领风尚；或一
针见血，针砭时弊；或阐释道理，
揭示规律。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
都是党风。”文风关乎党的形象，关
系人心向背。改文风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永远在路上，绝非一阵风。

改文风核心在于始终坚持走群
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
根本工作路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问计于民、问政于民，深入调
查研究，倾听群众声音，以优良文
风凝聚党心民心。

改文风根本在于持之以恒、常
抓不懈。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
常做，不怕千万事。改进文风不能
奢望“毕其功于一役”，克服不良文
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形成优良文风
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突出问题
导向，谋实绩实效，下长常功夫，
必须抓实、抓长、抓常、抓细。

改 文 风 关 键 在 于 抓 住 “ 牛 鼻
子”，充分发挥“头雁效应”。要突
出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
持以上率下，树立鲜明导向，真正
让“短”“实”“新”的良好文风在
工作中蔚然成风。

改文风重点在于解决问题、务
求 实 效 。 出 文 件 、 作 报 告 、 开 会
议、发文章，目的都是为了贯彻落
实 、 推 动 发 展 ， 关 键 在 于 解 决 问
题、务求实效。应实事求是，开门
见山，直截了当，宜短则短，宜长
则长，努力实现数量与质量、长度
与力度、厚度与深度、长效与实效
的有机统一。

改文风不能一阵风
梁修明

新闻事件：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并公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将于2021
年5月1日起施行。这一条例的制定实施，
解决了医保基金领域长期缺乏专门行政法
规的难题，让医保基金使用有法可依，将医
疗保障监管纳入法制化轨道。

点评：医保基金是“救命钱”，涉及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此次《条例》的颁布与施行，
意味着医保基金的使用监督步入法治化轨
道，只有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
和个人守信相结合，才能让医保基金用在
刀刃上，切实守护公众健康。

新闻事件：最近，多部国产剧被外国影
视公司翻拍，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比如，翻
拍自2016年国产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
《灰姑娘上线啦！》，正在日本热映。此外，
《三十而已》《有翡》等热门国产剧，也已被
海外公司买下翻拍版权。

点评：以往我们翻拍国外影视剧，如今
中国的电视剧被海外翻拍，如此变化值得
关注。优秀国产影视扬帆海外，扩大了中华
文化的“朋友圈”，也讲述并传播着新时代
鲜活的中国故事。

新闻事件：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法典
新规定，近日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
案件。案件中，全职太太王某在离婚诉讼中
称，因承担大部分家务，故提出要求家务补
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丈夫陈某离婚；同
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

点评：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
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
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北京房山区法院适
用民法典支持了全职太太王某的家务补偿
诉求，对于界定家务劳动的法律性质和价
值、呵护婚姻关系公平、促进男女平等都有
积极意义。

新闻事件：年初，北大、清华互相开放
本科课程的新闻一时间在网络上刷了屏。
不少网友调侃道，如今终于不用再纠结上
北大还是上清华的问题了。2021年春季学
期，北大和清华互开课程共有83门、695个
名额。其中，北大将向清华本科生开放56门
通识核心课，含396个名额；清华将向北大
学子开放27门优质课程，含299个名额。

点评：课程互选、学分互认，为公众描
绘出这样的一幅图景：教室“拆墙”，大学共
享——盘活更多优质教学资源，为国家培
养更多复合型人才。不同大学之间实行课
程互选、学分互认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须在
制度上保障，提高开放课程的积极性，才能
做到常态化、长效化。

新闻事件：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
带入校园，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
常管理，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
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等。

点评：加强手机管理，可以防止学生沉
迷手机游戏和娱乐、分散课堂注意力耽误学
习，以及追求高档产生攀比心态等。但好政
策还要“细落实”，解除“禁”手机带来的后顾
之忧，才能真正对孩子负责，让家长放心。

（本期点评：朱 婷）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对异常严峻的就业形势，我国仍交出
了一份厚重而温暖的民生答卷——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超额完成900
万人的目标任务；失业率与2019年同期持平；全国贫困劳动力务工规模3243
万人，超过2019年水平。

本报记者 田福良 作

民生温暖

近日，一篇 《英雄屹立喀喇昆仑》
的报道，令驻守加勒万河谷的4位解放
军官兵用热血守卫国界领土的英勇事迹
广为人知，亿万人民含泪祭英烈。这使
我想起 1979 年初春，著名军旅诗人瞿
琮写的一首歌：“班长没有回来，他倒
在那边防的山岗，他让我带给亲爱的祖
国，一杆打断的钢枪，请祖国为他骄
傲，战士严惩了入侵的豺狼。”40多年
过去了，以祁发宝团长为代表的新一代
青年官兵，依然用像前辈一样充盈着青
春气息的血肉之躯，为我们立起了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

祁团长和他的战友们，无愧前辈血
染的风采，堪称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优
秀传人。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1962 年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时，我驻南疆
部队为在班公湖附近拔除敌人据点，组
成两个突击队向入侵我境的敌军发起
钳形攻势。一位叫潘发枝的年轻副排长
带领尖刀班率先攻克当面地堡，在向又
一座地堡出击时头部中弹倒地。潘发枝
脑浆外溢，但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用
尽最后一口气炸毁敌堡，为国捐躯。如
今就在潘发枝烈士牺牲的地方，陈红
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四位英烈又

长眠在了那里。从当年把红旗插上喀喇
昆仑的老红军、老八路，到今天屹立风
雪高原站岗放哨的“90 后”“00 后”，边
关永远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总能产生英
雄的地方。如果说潘发枝那代烈士的生
命早已融入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用他
们不死的灵魂守望着这片高原；那么肖
思远日记中的誓言“我们就是祖国的界
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的领
土”则表达了这一代军人踏着先烈足迹
用生命守望英雄、守望崇高、守望神圣
使命的壮志豪情。正是这一代代视死如
归的革命烈士、一个个顽强奋斗的英雄
人物，赓续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构
筑起了革命军队的精神谱系，让我们血
染的战旗永不褪色。

祁团长和他的战友们，是在强军备
战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楷模，
堪称全军官兵争当新时代“四有”革命
军人的学习榜样。习近平主席明确要
求，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
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有灵
魂，就是铁心跟党的政治信念愈加坚
定。英烈们面对国土受到侵犯，作出的
唯一选择就是冲锋向前。这种“宁肯前
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大无畏

精神，正是军人魂、英雄气在新时代边
防斗争中的集中体现。唯其如此，他们
方能立命固本，宁危不惧！有本事，就
是能打胜仗的本领更加过硬。在与数倍
于己的敌军对峙中，祁团长指挥若定、
以变应变，官兵们与敌周旋、以少胜
多。这与他们平时一切工作都坚持战斗
力标准是分不开的，正是这种“除了战
争，一无所虑；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的思想和姿态，才使他们练就了敢打必
胜的真本事。有血性，就是勇猛顽强的
战斗意志更加突出。在那场战斗中，英
烈们“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
的血性胆气，令敌军胆寒，让山河动
容，谱写了又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热血
颂。有品德，就是纯洁高尚的精神家园
不断净化。屹立在风雪边关的英雄豪
杰，不仅是决战疆场的强者胜者，而且
还是社会道德的模范传播者和忠实践行
者。正因为他们从中国优秀文化和优良
传统中汲取了丰厚营养，树立了正确的
价值追求，才使他们不在意是否享有哀
荣，却获得整个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高度
赞誉；他们不追求是否有人怀念，却让
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们记住了他们。正是
这种高尚道德对军人灵魂的陶冶，才使

英烈们从英勇献身那一刻起，便已超越
自我走向永恒。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年轻的
英雄们赢得了亿万人民的尊崇和爱
戴，堪称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欣慰的
是，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已
蔚成风气，英烈家属所在地方党委政
府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认真做好优待抚
恤工作，切实帮助英烈家庭解难纾
困。特别是相关部门将烈士遗属列入
常态化联系服务对象，树立起了褒扬
彰显英烈勇于献身的精神风范和价值
导向。当全社会都用爱的甘露去浇灌
这片土壤的时候，定将催生出我们这
个时代昂首怒放的英雄之花，逝者无
憾笑傲九泉，生者就会前赴后继气冲
霄汉。当我们看到在烈士故乡，成千
上万的群众满怀深情迎接烈士回家的
动人场面，禁不住想对英烈说，思念
你们的何止是亲爹亲娘和美丽的姑
娘，每一颗赤诚的心灵都深深理解你
们，每一个热切的崇敬都充满你们的
力量，你们与我们一道，共铸中华民
族的铁骨脊梁。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用热血构筑革命军队的精神谱系
张西南

今年的一号文件，是在我国告别千年贫穷，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播下的推动

“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种子。乘势而
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将成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一
场新的伟大变革。

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民族复兴。当前我国
农村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经受着凤凰涅
槃、破茧重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阵痛”。面对

“三农”工作中的一些“积极的不平衡”现象，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以更好地认清形势，铆足干
劲，扬起乡村振兴的远航风帆。

衔接不能掉“链子”。刚刚摆脱贫困的乡
村，各种困难和挑战层层交织在一起，需要有一
段精心呵护、帮助复元的康复期，拖不起、急不
得。在巩固“两不愁、三保障”、防止因病致贫
返贫等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按照“兜底线、织
密网、建机制”的要求，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努力将农村的民生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细。在乡村
振兴中，仍要借鉴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留下一
支不离不走、与村民保持鱼水情深的乡村振兴工
作队，继续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农
村低收入和老年人口等，精准施策，分层分类帮
扶，真情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产业不能搞“扎堆”。产业兴旺是乡村各项
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农民生活富裕的保
障，也是支撑乡村振兴的原动力。产业兴旺的根
本途径是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
业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
力。产业发展应因地制宜，抓住不同地区、不同
乡村资源禀赋的特性，宜鱼则鱼、宜虾则虾，宜
果则果、宜瓜则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即使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康养，也应挖掘乡村独特的
生态、经济、文化价值，警惕一哄而上，防止盲
目跟风。在丰富乡村产业形态基础上，通过村民
利益共享，增强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后劲，不
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搞吃力不讨好的“千村一
面”同质化。

教育不能摆“姿势”。重振乡村的精气神，
为国家发展建设提供更多的各方面优质人力资
源，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乡村教育应当抓
好硬件的标准化建设，但更要抓好教师队伍的内
涵建设，不能一味迎合达标检查只图表面光鲜。
国家在下达教育经费时应多向乡村基础教育倾斜，一方面改善农村中小学校的
教学环境，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一方面提高基层教师的收入水平。制定符
合基层实际的教师招聘引进办法，建立省级统筹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和乡村教师
荣誉制度，推动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和对口支援，为乡村学校定向培养留得下、
稳得住的一专多能教师，让更多优秀教师愿意留在乡村任教。

乡贤不能成“乡闲”。乡贤是乡村文明的传播者、乡村文化的守望者，也
是乡村道德的示范者，对乡村振兴有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现代乡贤不仅包
括过去那种生于其乡，众人共称德业学识为人贤者，也包括那些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一线带头人。乡贤应该具有贤的素养、贤的品行、贤的才华、贤
的作为，应该多元组合、纪律约束、委以重任，一些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或
颐指气使、贬抑乡邻的“乡闲”“乡嫌”，是不会受到村民欢迎的。要进一步健
全农村“两委”组织，发挥核心堡垒作用，以能力建设夯实基础，解决农村人
才断层、青黄不接问题，确保乡村干部当好乡村治理的主心骨，不断推进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乡村面貌富有新时代气息。

耕地不能拔“牙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
事就稳得住”。要多措并举，坚持“严”的主基调，以“零容忍”的态度，采
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同
时加强种质资源培育、保护和利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
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规范耕地占补平衡；改变高度依赖农药化肥的生
产方式、倡导乡村垃圾无害化处理，防止造成大面积土壤环境恶化和农村面源
污染；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强耕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中国人的饭碗
只有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赢得主动权。

建设不能丢“乡愁”。城乡融合不是乡村和城市的简约组合，而是城乡功
能的相互补充。乡村建设要借鉴城市的文明元素，却不能用大都市标准来评
价、审视和规划乡村建设。大拆大建，搞光怪陆离的城市魔幻风格、“去农村
化”的人工景观工程，带来的只是乡村文化记忆的丧失。产业下沉，把企业办
在家门口，方便村民就地就业，可以留住人们心底柔软记忆中那抹淡淡的乡
愁。只有把田园山水的精华和传统文化的情韵融涵于生态空间，采取各种有效
形式保护好乡情乡俗的天然载体，激发乡村伦理道德的灵魂活力，才能让人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0 多年前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当今开启乡村振兴，

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举国同心协力，未来美好理想蓝图中
的乡村振兴，一定会在“中国之治”的善治道路上行稳致远。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江西省委会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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