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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牛产业要做大，菊花产业要做

强”，“80 后”扶贫干部邱军在生命最后时

刻写下的嘱托，令人感佩；“林恒明桃 3 棵、

雷淑莲桃 17 棵、兰谢金桃 6 棵”，村干部孙

丽美的工作笔记里，与群众相关的事项总

是格外详细。连日来，“时代楷模”邱军和

孙丽美的故事直击人心，他们奔波于大山、

奋战在乡村，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以

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折

射着敢于迎难而上、勇于闯关夺隘、勤于奋

斗奉献的干部群像，也激励着广大党员干

部以担当作为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

价值所在。”在 2021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年轻干部要“勇

于担当、善于作为”。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

位 上 是 要 大 家 担 当 干 事 ，而 不 是 做 官 享

福。干部敢于担当作为，既是政治品格，也

是从政本分。对于年轻干部而言，只有练

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苦

干实干、不懈奋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

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誓言“水过不去、拿

命来铺”的黄大发，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

者”的邹碧华，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

之歌的黄文秀，罹患渐冻症仍在战疫一线

奔忙的张定宇……一个个优秀共产党员用

实际行动昭示：敢担当、敢作为就是要“在

困难面前逞英雄”，起而行之、勇挑重担；就

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勇于开拓、不

懈 进 取 ；就 是 要“ 明 知 山 有 虎 、偏 向 虎 山

行”，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的主

心骨。今天，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年

轻干部更要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

肩上，敢于中流击水、破浪前行。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

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不担当不作为，

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做人一世，为官

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

官不为’感到羞耻”。干部干部，干是当头

的，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

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

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

力。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

成宏图伟业。年轻干部要勇于挑重担子、

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坚决不做政治麻

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

用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

官，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

才需要担当。现实中，有些硬骨头不好啃，

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心力，还可能要担风

险、担责任；有些难题牵涉面广，短期内很

难有大的突破，却又必须破题、解题。面对

这样的情况，共产党人该如何应对？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曾这样说，“只要是为

了发展、为了群众就大胆去干，有责任我来

担”。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

不是敢于担当，就要看面对大是大非敢不

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

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

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凡

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

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

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就越需要广大

年轻干部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

领。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

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

风雨的泥菩萨，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

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年轻干部才能稳扎

稳打向前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

再越一壑，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

局面。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③

本报评论部

不久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印发，对进一

步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检

察机关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

职责作出了系统明确的部署，充分彰显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对完善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特别是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的高度重视。《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加强检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信息社会，数据是至关重要的治理资

源。更好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有

必要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以“数字检察”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浙

江是数字经济先发省份和互联网产业高

地，数字化建设具有先行优势。今年以来，

浙江省委作出了数字化改革的重要部署，

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

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全

面提升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浙江检察机关要立足区位优势，勇当检察

领域数字革命的先行者，把数字化改革作

为打造法律监督示范省份的关键抓手。

充分掌握大数据，专业、科学运用大数

据，能使法律监督更加精准、有效。我们要

牢固树立大数据思维，提高运用大数据的

意识，运用数字技术推进跨部门大数据协

调办案，从制度层面深入探索“法律监督模

式系统性变革”这一重大命题。要以核心

业务数字化为重点，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通过加快建设重

点场景应用，推进检察监督机制转变、制度重塑、流程再造，通过数字赋

能转变监督办案模式，从整体上推动检察工作全方位变革。

近年来，浙江检察机关在探索实践大数据赋能检察监督工作上取

得了初步成效，通过数据碰撞、比对、分析发现监督线索，探索出一条

“解析个案、梳理要素、构建模型、类案治理、融合监督”的大数据检察监

督路径，有力撬动了法律监督模式变革。比如，率先针对“套路贷”虚假

诉讼、违规领取养老金和公租房违规转租等在全国具有普遍性、突出

性的问题开展监督，实现了从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从个别解决到普

遍整改，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未来要进一步深化大数据检察监

督模式改革，通过类案监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

题，提升省域范围内“办一案、牵一串、治一片”的效应。

司法信息共享，一直是制约法律监督的难题。深入贯彻《意见》，就

要以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打造嵌入式法律监督格局。政法一体化办

案系统建设是政法领域一场效率革命，是实现政法系统整体智治、提升

法律监督效能和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的“硬核”抓手。目前，浙江省

99％的刑事案件实现全数字化线上移送，成为全国首个在省域范围内

实行单轨制办案的省份。率先开展执法司法信息共享改革试点，在实

时、批量共享执法司法信息上先试先行，有助于打通数据壁垒，畅通监

督渠道，推进更加规范高效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

（作者为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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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北京市公安局赴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支教民警团队

【故事】2021 年 3 月起，为帮助贵州省

黔西南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教

育振兴，北京市公安局的 18 名民警分赴

2000 公里以外黔西南州的 6 所中小学校开

启 了 为 期 3 年 的 足 球 、英 语 科 目 支 教 工

作。其中，由 12 名具有足球教学经验的民

警组成的足球支教团，从零开始组织教学、

开展训练。短短几个月，支教团带领山区

孩子们参加比赛、开阔眼界，用足球运动打

开了通往山外的大门。

【点评】

阳光灼灼，群山巍巍，山脚下的绿茵场

上，来自北京市公安局的支教民警和贵州

省黔西南州山区的中小学生一起挥汗奔

跑。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想，一份面向未来

的希望，在大山深处悄然生根。

几个月前，支教民警初入深山，强烈

的对比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一方面，是

崭 新 的 教 学 楼 和 宿 舍 楼 ，不 输 城 市 的 硬

件 设 施 ，焕 然 一 新 的 绿 茵 场 ；另 一 方 面 ，

是体育老师人数不足，有的学校甚至没有

专职体育老师。而山区孩子们也对足球运

动缺乏足够了解。面对“零基础”的孩子

们，支教团的民警从带着他们看第一场球

赛开始启蒙，教他们踢出第一脚传球、选拔

第一批足球队员、带领他们第一次走出大

山参加比赛……足球运动的种子播撒在校

园。走惯了山路的孩子们耐力强、身体素

质好，足球运动激发出了他们内心的体育

热情。

“练足球可以见世面，还能改变命运，

这是真的吗？”足球之于每一个追梦少年，

不单单是一项运动。听过支教民警在大学

踢足球的训练经历，原本目标是省内大学

的学生开始努力冲刺，因为现在“想考北京

体育大学”。支教民警还组建了女子足球

队，让女学生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和未来。

顽强拼搏、迎接挑战，足球运动让更多的山

区孩子鼓起勇气，不畏山高路远，心向万里

长空。“好在你们来了，孩子有了更好的出

路”。支教民警带来的足球梦想，鼓舞着每

一个追梦的孩子，关注山外的世界，变成更

好的自己。

“支教老师帮我们打开局面，支教活动

结束后，孩子们的足球梦还要继续。”谈及

足球教育的未来，当地小学校长已着手制

订规划。放眼望去，振兴乡村教育，需要更

多的奉献者，成就破茧成蝶的蜕变，放飞扶

志筑梦的希望。

“ 种 下 一 粒 足 球 的 种 子 ”“ 传 播 一 种

运 动 精 神 ”“ 期 待 更 精 彩 丰 富 的 人 生 ”，

这 是 支 教 团 一 名 民警的期许。他们的付

出激励着孩子们奋力向前奔跑。通过知

识 改 变 命 运 、通过教育创造美好生活，让

更多的孩子专注脚下、志存高远，让更多的

帮扶倾注关爱、浇灌未来，让更多大山深处

的 梦 想 生 根 发 芽 、开 花 结 果 ，值 得 我 们

期待。

种下一粒足球的种子
李忱阳

■人民观点R

■人民时评R

只有练就担当作
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
本事，苦干实干、不懈奋
斗，才能创造无愧于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
代的业绩

凡是有利于党和
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
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
地干、坚决地干

■新论R

更好发挥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职能，有必
要加快推进数字化改
革，以“数字检察”助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暖闻热评R

“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希望你们继续学习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

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师一

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

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

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在第三

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

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

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

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

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

民族的希望。近年来，一大批教师队伍中

的优秀代表，用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

件事”，诠释了“爱是教育的灵魂”。从用

毕生精力践行“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铿

锵誓言的黄大年，到让“学生们远方有灯、

脚下有路、眼前有光”的张桂梅；从 35 年如

一日扎根太行山，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的李保国，到不仅一辈子做教师，还坚持

“一辈子学做教师”的于漪……他们用坚守

与奉献，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

与 责 任 担 当 ，也 收 获 了 累 累 硕 果 与 桃 李

芬芳。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建设一支优

秀教师队伍，为国家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

人才，是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更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

来，一系列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举措扎实

推进，教师队伍结构趋于科学合理，中国特

色教师教育体系初步形成，教师培训体系

日趋完善，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日益健全，教师管理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教

师的荣誉感、获得感与幸福感不断增强，优

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

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正逐渐形成。

今天，广大教师耕耘在不同的教育领

域，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对于教师责任

的理解。其中有创新不止步、致力于破解

“卡脖子”难题的高校教师，有追求工匠精

神、用技能锻造学生出彩人生的技能大赛

金牌教练，有带领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中树立并坚定信仰的优秀思政课教

师，还有春风化雨、启智润心的优秀班主

任，以及三代、四代躬耕教育战线，矢志不

渝的教育世家……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

新人的时代重任，广大教师在三尺讲台用

爱心浇灌成长，用知识托举希望。

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还有一大批银龄

教师、特岗教师、学生支教团活跃在教育一

线，一大批优秀的公费师范生即将走上教

师岗位，成为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他们

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点亮孩子们的人生梦

想。他们心怀梦想，致力于让教育理想薪

火相传。广大教师秉持对教育的理解，用

爱与奉献，描摹出一幅生动的当代中国教

师群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的学生就是

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

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当前，《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正在各地落实推进，教师交流轮

岗 、优 化 课 后 服 务 也 在 各 地 积 极 探 索 实

践。进一步加深对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

理解、优化教育供给、提升教学能力、突破

教师管理制度瓶颈，一定能推动更多优秀

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

不断涌现，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现代教育夯实基础。

推动广大教师人人尽展其才
赵婀娜

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
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广大教师在三尺讲台
用爱心浇灌成长，用知
识托举希望

近年来，以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为

代表的共享消费领域服务价格上涨明显。

在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指导下，一些主要

的共享消费品牌积极整改，确保价格回归

合理区间，标价逐步透明化、规范化，这对

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助力绿色经济发展

等有着积极作用。

这正是：

助力共享消费，

管理不可缺位。

规范市场行为，

价格回归正轨。

曹希阳图 卜 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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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

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提出“中医药文化供给

和群众性活动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群众生产生活”的目

标，要求“讲好中医药故事”，为推进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指明

了方向。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穿越古今。中

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为中

华 民 族 繁 衍 生 息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对 世 界 文 明 进 步 产 生 了 积 极 影

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医药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

占 比 达 到 92% 。 湖 北 省 确 诊 病 例 中 医 药 使 用 率 和 总 有 效 率 超 过

90%。”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进行疫情防控，正是中医药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医药学的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传

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实践需要。从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标识，到加强中医药文化

资源梳理，再到加强中医药文化时代阐释，《方案》对深入挖掘中医药

文化精髓作出了明确部署。讲好中医药故事、传播中医药文化、展示

中医药文化魅力，有助于增强中医药文化吸引力，引导人们正确认识

中医药的价值和贡献。

讲好中医药故事，需要善于运用各种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更广

泛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比如，上海编撰面向全年龄段青少年的中医

药系列科普读物，搭建面向中小学生的中医药慕课科普平台，积极推

动中医药科普知识进校园、进课堂；重庆启动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邀请名中医现场为市民提供中医义诊服务；安徽以“中医药在你身

边”为主题，以中医药科普、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方法的

宣传教育为重点，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普及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

知识，等等。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理念进行时代化、大众化、创新性的阐

释，才能让中医药文化绽放时代光芒、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弘扬发

展中医药文化，需要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中医不

是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而是源于丰富的临床和生活实践。在实践中

创新、在保护中传承，才能切实把中医药发掘好、发展好，推动中医药

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更好弘扬发展中医药文化
董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