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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的现状，江西新

余探索“党建+农村养老服务”模式，要求

深入农户家中了解群众所需所盼；西藏昌

都启动“五聚焦、五摸清”乡村振兴调研活

动，分 3 批抽调数千人走村入户；贵州遵义

公安机关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先后累计

收集各类问题 2463 条……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各地察民情、访民意，广泛听取

意见、了解民生需求，为更好推出惠民便民

举措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强调：“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

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

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

“要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第一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解决

基层和群众的实际困难，需要认真开展调

查研究。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势，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听民声、

察民情、访民意，知道谋什么事、为谁谋事，

才能更好地干对事、干好事，也才能更好聚

焦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发展亟待解决的

难点。

政之所要，在乎民心。一直以来，我们

党出台重要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之前，

都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

手材料。1930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来到闽

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走访当地 47 家商

店和 94 家手工业店铺，与群众一起劳动、

谈心交流，确定了红军的城市政策。我们

党的光荣传统充分说明，只有与群众面对

面、心贴心，察民情、访民意，全面了解群众

所思所盼，才能让各项决策部署集中民智、

反映民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为群众办实事，弄清群众的“急难愁

盼”，离不开俯下身子察民情、贴近群众访

民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

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

的基本功”。什么是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

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如何纾解发展

堵点、民生难点？怎样解决好民生领域历

史遗留问题？意见呼声在群众中，办法经

验在群众中，改革发展的重点也在群众中，

需要广泛听取、认真研究。群众的实践是

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

的智慧和力量。研究提出和实施“我为群

众办实事”重点项目，离不开党员干部深入

基层群众、深入生产一线、深入下属单位、

深入工作服务对象，拜人民为师，多交几个

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真心实意、全心全

意地关心群众，观照现实、推动工作。

察民情访民意，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

下，目的是做到决策科学、举措务实。当

前，吉林、浙江、安徽等省份上线运行省级

“互联网+督查”平台，回应民生关切，提高

办事效能；交通运输部公布了 12 件交通运

输更贴近民生实事，并通过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面向公众征求具体落实意见……未

来，还应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

制机制，集中出台一批有利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举

措，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硬招，实

施一批直接造福于民的项目工程，解决一

批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纠纷，把好事办好

办实。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

咸、无盐同淡，通过一件件实事赢得群众拥

护，才能让党心民心凝聚得更加紧密。

前不久，一位外国政要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中国共产党深知人民需求，同时目

光长远且具有规划意识，并通过有效的执

行力进行落实。”把民情民意转化为党的

正确主张、政府的科学决策、干部的主动

作 为 ，才 能 与 人 民 心 心 相 印 、同 甘 共 苦 、

团 结 奋 斗 ，为 阔 步 迈 好 新 征 程 汇 聚 起 磅

礴伟力。

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第一步
—学习党史为群众办实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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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巍巍，沂水汤汤。沿京沪高速驶

入山东临沂，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

纪念馆、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沂蒙革命纪念

馆等红色景点引人驻足。采访中，一行人

在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一个个

历史场景中寻访红色印记，重温那段可歌

可泣的峥嵘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沂

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

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

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如何赓续

精神血脉，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沂 蒙 革 命 老 区 人 民 用 实 际 行 动 给 出 了

答案。

红色是山东沂蒙革命老区不变的底

色。从沂蒙山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往

事，到沂蒙红嫂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突出贡

献，再到沂蒙人民拥军支前的英勇事迹，在

临沂，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红色主题纪念

馆不断建立完善，承载起一段不容忘记的

历史记忆，吸引一批又一批观众前来参观

学习。从革命文物、文字图表到影像资料，

这些来自历史的见证穿越时空，感染着观

众的心灵。

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

色教育，才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老支

前”王克昌向人们动情回忆朱村军民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的故事，沂蒙母亲王换于的

孙女于爱梅十余年来在学校、社区、军队讲

述先辈故事……最是真情感人心，这些见

证者、亲历者的叙述令人动容。红色故事

的魅力，不仅在于真实的回溯，也在于生动

的呈现。“学党史、报党恩，把老一代的革命精神记心间。”77 岁农民张

在起把红嫂故事编成唱段《红嫂家乡唱党史》，成为发扬光大沂蒙精神

的生动教材。

回顾来时路，是为了走好脚下的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

出，外货不入”，这是历史上对沂蒙山区的真实写照。如何建成“商通全

球，物流天下”的开放新高地？当地一名老党员说：“靠我们在新时期对

沂蒙精神的传承。”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沂蒙精神永不过时。从上世

纪 80 年代起，山东临沂从摆地摊、搭大棚起步，到建立专业批发市场，

再到今天“向现代物流迈进”；从本地居民赶集到吸引周边客商，再到覆

盖全国 2100 个县级以上网点、通达国内所有港口口岸……山东临沂的

发展变化，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沂蒙老区人民的自强不息、开拓奋进，

是临沂群众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集中体现，也是沂蒙精神薪火相传、

发扬光大的最好见证。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如

今，新时代的沂蒙山区翻开了崭新一页。行走在临沂的大地上，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平坦宽阔，城市夜景灯火璀璨，时代气息扑面而

来。从革命战争年代淬炼而成的沂蒙精神，在今天不断焕发着耀眼光

芒，让老区人民追梦的步伐更加豪迈铿锵。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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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中，身边有许多党员，吴阳明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位，也

是有些特别的一位。说他普通，是因为他的工作和大多数人一样平凡；

说他特别，是因为他是我所在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的党支部书记，担

的责任更重，干的活儿更辛苦。

特种设备特别在哪里？简单来说，就是设备要么高度特别高，要么

压力特别大、危险系数特别大。一般来说，我们的工作内容不为大多数

人所了解。比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电梯，就是一种特种设备。电梯的

快捷安全，离不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监察。

在工程安全领域有一个海因里希法则，说的是一件重大事故背后，

必有 29 件轻度的事故，还有 300 件潜在的隐患。“每排查一个隐患，我们

有三百分之一的可能在挽救生命。”吴阳明总是这样骄傲地说。当然，

真正令人高兴的是把隐患整改完毕。只不过，安全工作没有歇脚的时

候。他常常提醒我们，“做安全工作就是不能放心，因为我们放心了，可

能群众就放不下心来，安不下心来。”

每逢节假日，辖区内的企业都知道，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肯定要抓紧

了。因为生意最好的时候，可能就是安全生产管理最薄弱的时候。有

没有无证的作业人员上岗？有没有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设备违规使用？

吴阳明放心不下，总要去看看。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他带队落

实游乐设施、索道的关停、管理、维护措施；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后，他

也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复工复产前的特种设备隐患排查做实了没有？

设备试运行情况如何？这些问题有了答案，他的心里才有了底。

还记得有一年电影节举办前夕，吴阳明在检查中发现活动场馆的

压力容器和安全阀存在安全隐患。在他第一时间提出整改建议后，安

装单位、代建单位及使用单位相互推诿。日子越来越近，他只好在场馆

前的小广场召集三方代表协调，拿出安全生产相关规定和他们一起学

习、督促落实，最终厘清了各方责任，推动问题在电影节前圆满解决。

面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要的是跟每一个细节较真，才能扎牢坚实的

安全防护网；面对整改落实的压力，要的是敢于动真碰硬的果敢，才能

推动安全意识成为全民共识；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要的是迎难而

上的担当，才能筑牢安全生产的根基。在吴阳明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名

普通共产党员的执着和敬业，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付出。把小事

做细、把细事做好、把好事做精，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才能在平凡的岗

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收获不平凡的人生。

（作者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钟雅祯

【人物】80 后“白发校长”张鹏程

【故事】张鹏程是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

清 集 镇 二 郎 庙 小 学 校 长 。 他 是 一 名“80
后”，却因头发花白而被亲切地称为“白发

校长”。几年前，他来到二郎庙小学担任校

长时，学校只有不到 30 名学生。张鹏程修

缮校舍，开办幼儿园，还经常拿自己的工资

补贴学校餐费。在张鹏程的努力下，学校

越办越好，目前已有将近 150 名学生，其中

大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

【点评】

不久前，一段视频感动了很多网友。

视频中，女孩要把学校发的鸡腿带回家给

妈 妈 ，校 长 听 到 后 连 忙 对 孩 子 说 ：“ 你 吃

吧！我再给你拿个鸡腿。”这位校长就是张

鹏程。

身材瘦削、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衣着

简朴，与同龄人相比，不到 40 岁的张鹏程

显得颇为老成。年龄与外表的反差背后，

是他这些年为乡村教育付出的心血。正如

网友所说，他把青春献给了教育事业、把爱

与耐心给了学生，而把白发和操劳留给了

自己。

在乡村教书育人，需要热爱教育的定

力、淡泊名利的坚守。深入了解张鹏程，更

能感受到他对孩子们的真情关爱、对教育

事业的倾情付出。之前，学校条件不好，学

生冬季洗澡不方便，张鹏程就自掏腰包带

他们到乡村浴池；学校有营养餐，但为了让

孩 子 们 吃 得 更 好 ，他 常 常 拿 自 己 的 工 资

来 补 贴 餐 费 ，让 孩 子 们 吃 上 更 多 肉 和 水

果；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张鹏程和老师

们就尽力陪伴和开导他们，希望“能让他

们 感 觉 到 家 的 温 暖 ”。 张 鹏 程 曾 说 ：“ 我

想 让 孩 子 们 都 懂 得 什 么 是 爱 ，没 有 体 会

到爱的孩子一生是不会幸福的。我们希

望提供温馨有爱的环境，孩子们在这样的

环境中长大，等他们步入社会，也去帮助别

人、爱别人。”

当被问及坚守乡村的原因时，张鹏程

说得很简单：“二郎庙村是我成长的地方，

这就是一种缘分，这也让我下定决心为学

校做出点改变，反哺我的母校。”反哺母校、

献身家乡教育，这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张鹏

程的感恩情怀，更是一位教师托举乡村教

育的爱与责任。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同样在

今天的广大教师身上闪光。他 们 怀 着 赤

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

业 ，特 别 是 在 广 大 乡 村 ，数 百 万 乡 村 教

师 、近 百 万 特 岗 教 师 、数 十 万 支 教 教 师 ，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

梦想。

照亮孩子的未来，需要拨亮教育的灯

火；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支“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队伍。将更

多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向 乡 村 倾 斜 ，让 每 个 乡

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让

老 师 们 在 岗 位 上 有 成 就 感 、生 活 上 有 幸

福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乡村教育的振兴

才 能 有 更 多 支 点 ，孩 子 的 未 来 才 会 有 更

多可能。

用爱心托举孩子未来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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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润一方土地、养育沿岸百姓的“母亲

河”“母亲湖”被人们深深眷恋，成为故乡记

忆的重要载体。

这几年，随着长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

治理、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随着河长制、湖长制在全国推开，碧水保卫

战取得重要进展，百姓身边清水绿岸、鱼翔

浅底的景象明显增多。截至 2020 年底，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2914 个黑臭水体消除

比例达到 98.2%，长江干流近年来首次全

线达到Ⅱ类水体。2020 年 1—12 月，全国

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3.4%。可

以 说 ，水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战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成效。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

久为功。正在 8 省份进行的第二轮第三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及

部门对当地母亲河、母亲湖保护和治理不

力现象仍然存在。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公布的情况，江西南昌市有关部门对

生活污水管网建设重视不够，据测算，去年

南昌每天超过 50 万吨生活污水未收集直

排进入城市河道、湖泊和赣江；云南保山市

隆阳区每天约 4.5 万吨污水直排东河，致使

东河水质恶化为劣Ⅴ类；广西崇左市污水

集中收集率仅为 6.7%，在黑臭水体整治中

敷衍应付，上报国家黑臭水体治理任务的

5 个池塘有 4 个被填平……这些典型案例

暴露了一些地方水污染防治中存在的种种

问题，也让人们看到了治水的长期性和艰

巨性。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发展全局，

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作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明确要

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强调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在云

南洱海边殷切叮嘱当地干部“立此存照，过

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到要求让

山西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

美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河流湖

泊，做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2015
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印发实施，确定

10 条、238 项有力措施，并逐一落实到具体

牵头部门及参与部门，政府、企业、公众形

成合力，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这场硬仗。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的情况说

明，在我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的同时，水污染防治还存

在着问题和短板，一些地方发展过程中环

境基础设施欠账较多，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包括水污染防治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治

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努

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加强

水污染防治，需要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

和处理设施短板，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

盖、全收集、全处理；需要扎实做好源头管

控，特别是对排污企业加强监管，促使排污

单位落实治污主体责任；需要倍加重视保

障生态用水，把生态用水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满足重要水体的生态用水底线需求。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生态环境根

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要

求。接下来，我们更应统筹好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要

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让母亲河、母亲湖

永葆生机活力，让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铺

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

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

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加强污染防治

和环境治理力度，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才能建成既有深厚物质基础也有怡人生态

环境的美丽中国。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刘 毅

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越来越近，运动员

备战训练进入攻坚阶段。“智慧冰雪场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通过可穿戴传感、同步多点

摄像、无人机跟踪拍摄等技术手段，实现运

动员生理参数、运动学数据、视频数据的整

合分析反馈，为教练员指导训练、优化技术

提供帮助。

这正是：

冬奥开幕在即，

训练精磨技艺。

数据赋能运动，

比赛佳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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