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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华北平原迎来一场大雪。

夜深了，第 82 集团军某陆航旅政委汪晓红办

公室的灯还亮着，“该去营区转转了。”汪晓红活动

了下身体，走出办公楼。机场、营门岗哨、官兵宿

舍……一圈转下来，已是午夜时分。

两年多来，只要在营区，汪晓红都会到营连走

一走，和官兵聊聊天、谈谈心。“这样转一转，我心

里才踏实。”汪晓红说。

“强军先强心，强心先铸魂”

汪晓红所在的旅，素有“铁翼雄鹰、陆航劲旅”

之称。可 2019 年 9 月刚到这里任职时，面对旅队

建设的短板和弱项，汪晓红仍感到沉甸甸的责任

和压力。

“强军先强心，强心先铸魂。”针对陆航部队专

业空地两条线、年龄覆盖老中青、吃穿住用各不同

所带来的思想关切差异大的实际，汪晓红组织全旅

官兵按飞行、地面等不同类别人员，围绕“五个不一

样、五个是一样”话题进行大教育大讨论，凝聚起

“官兵一条心、一切为强军”的思想共识。

“执勤结束了，我来补补课。”走进该旅北导航

台，台长蒋智鹏打开手机上的“智慧教育”掌上平

台。“以前可没有这么方便，上个大课都要带着小马

扎走上几公里，涉及值班的小散远单位不是在补课

就是在补课的路上。”回忆过往，蒋智鹏有些感慨。

变 化 发 生 在 2020 年 底 ，面 对 陆 航 旅 人 员 分

散、类别构成复杂、教育需求多样等问题，在广泛

征集官兵意见建议后，汪晓红带领旅党委一班人

创建了一整套覆盖全旅的网络综合教育平台。“集

中教育时官兵不用来回跑了，分层教育场地不用

愁了……”官兵们纷纷点赞，教育效果显著提升。

“我讲的就是我信的，我做到的你们一样能做

到。”汪晓红常对官兵这样讲。经过深入调研，汪

晓红提出了各级主官每天坚持“管辖范围要转到，

不放心的地方要看到，重点人员要见到，智能手机

要查到，在外人员每天要提醒到；集合操课站排头，学习教育坐前头，军事训练

当教头，险难任务挑重头，作风养成带好头”的“五到五头”工作方式。起初少

数官兵还觉得难以坚持，汪晓红一做就是两年多。久而久之，基层营连主官们

晚上都会自觉等着政委来，主动汇报一些抓建基层的想法，各项工作越抓

越实。

“汪政委的办公室总是最早亮灯、最晚关灯。”该旅副旅长李永说，在陆航

旅，官兵们在汪晓红和旅党委一班人的示范带动下，在训练上加油练，在工作

上抢着干，旅队面貌焕然一新。

“看到政委就像看到家人一样”

引擎轰鸣，铁翼飞旋，刚执行完任务的直升机机群降落在旅队机场，直升

机营营长梁光明望向窗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最前面的政委汪晓红。

“看到政委就像看到家人一样。”梁光明说，“每次出任务前，汪政委都会给

大家送行鼓劲；任务执行完后，他又第一时间到机场迎接。每当这时，我们心

里都暖暖的。”

为深入了解飞行员的所思所想，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汪晓红在就任之初

就开始了跟飞跟训。“政委太拼了！”回忆起一次汪政委的跟飞经历，飞行员栾

公祥印象深刻。因为担心汪晓红的身体，栾公祥起初一直进行平飞，汪晓红发

现后，坚持让他正常完成战术动作。“飞行存在风险，政委明白我们的心声，大

家练兵备战的热情更高了。”栾公祥说。

在练兵备战的过程中，汪晓红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2021 年，上级

组织指挥员考核，汪晓红练体能、练技能、练指挥，军事体能达到特三级水平，

被评为“一级指挥员”。

2021 年 6 月，该旅组织了一场实弹射击演练，演练结束后，按照规定需要

对场地内靶标进行检查，排除未爆航弹。汪晓红主动要求加入排爆检验环节，

带头与在场人员一起走过排爆区，确保场地安全。

“政治工作必须服务备战打仗。”这两年，汪晓红注重用强军文化感染熏陶

官兵，在营区内建起了“一中心、两广场、三长廊、四条路”的陆航特色文化，让

官兵在强军思想文化广场、军史长廊等环境中受教育、受熏陶；总结归纳出飞

行安全训练“八把关”，提出“课堂跟着旋翼转、教育伴着任务走”的新模式，让

每个任务方向都有一个政治工作模块全程跟进、伴随服务。

“实打实把工作做到官兵心坎上”

“飞行员担子重、压力大，感同身受是首要”“空中地面情况不同，搞教育不

能一刀切”“建议增加医务室的儿童药种类”……翻开汪晓红的“谈心本”，里面

记满了他的感悟和思考。

刚来旅里时，一次看到二级军士长张龙的家属扛着煤气罐上楼，汪晓红心

里很不是滋味儿。当年 11 月初，他就在全旅大会上立下“军令状”：春节前要

让大家用上暖气、天然气。接下来，他带着班子成员反复协调沟通，在春节前

完成了“通气、通暖、通亮”的“三通”目标，让官兵们过了个温暖年。

“做战士的知心人。”在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过程中，汪晓红对于官兵关系有

了深刻理解。“只有把官兵关注的急难愁盼解决好，实打实把工作做到官兵心

坎上，大家才能发自内心感到政治工作有血有肉，政治干部可亲可信。”

2020 年元旦，汪晓红冒着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刺骨寒风来到千里之外的某

场站看望官兵。看到水桶里一块块冰坨子，官兵们洗漱没热水，看不上电视，

给家人打电话还要跑到附近土坡上找信号时，他陷入了沉思。

回到机关当天下午，汪晓红就提议抓紧开会，专题研究小散远单位的基础

设施配套问题。大到项目设计，小到热水器安装，他都逐一把关，确保工程进

度质量。半年后，汪晓红收到场站官兵自发写给旅党委的百余封感谢信。情

真意切、血气充盈的话语，让汪晓红更加笃定：“把官兵的事牢牢放心上，官兵

就把使命扛肩上。”

在汪晓红和旅党委的不懈努力下，陆航旅官兵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不断提升，

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近年来，旅里士官选晋热度持续上升，大家都铆足了劲，

想在部队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孙有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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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河南省商水县平店乡刘雒庄村已是一派忙碌的景象：村干部们

在田间地头、坑塘路边，忙着丈量核算集体资产；村民有的在拉土垫地，准备建

新房，有的则在清理门前垃圾。

商水县纪委书记毛磊告诉记者，该县在重点村居集中整治过程中注重维护

好村民切身利益，解决好群众的“堵心事”。为此，他们向每村派出工作组，公开

透明清理村集体“三资”，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干部利用职权侵占村集体土地等

问题进行重点整治，组织群众代表逐户逐地块丈量核查，并张榜公示，依法依纪

处理。整治中，刘雒庄村 49 名党员带头清理多占资产，村民们也陆续加入自行

清退的行列。其间收回的集体耕地、坑塘等通过有偿承包的方式，共增加集体

经济收入 334万元。村民刘中杰高兴地说：“这次整治把村里几十年的老难题都

解决了，心里亮堂多了，我还给村里美丽乡村建设捐了 1万元呢！”

据了解，商水县现已完成 18 个村的整治工作，共清理出集体土地 1603.2
亩，收回村集体资产 5869.9 万元，为群众办好事 263 件。“理顺心气，打开心结，

才能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城关乡柴堂村村支书柴新国说。

河南商水县开展重点村居集中整治

解决老难题 齐力促发展
本报记者 任胜利

湖南省汨罗市屈子祠镇范家园村村

民周吉兵发现，家门口往年一下雨就涨

水淹田的青龙冲河转了“性子”，去年汛

期几场大暴雨，都没有泛滥成灾。

“多亏了镇里人大代表们把这条河

的 治 理 列 为 民 生 实 事 ！”周 吉 兵 感 慨 。

屈 子 祠 镇 是 湖 南 省 最 早 开 展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人 大 代 表 票 决 制 工 作 的 乡 镇 之

一 。 2020 年 初 ，在 镇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上 ，

经过 56 名人大代表投票选择，青龙冲河

（范家园村段）治理项目获得 52 票，成为

2020 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1 公里

长的治理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河道清

淤 疏 浚 、岸 线 护 坡 、两 岸 绿 化 等 。 项 目

完 成 后 ，实 现 了“ 河 畅 、水 清 、堤 固 、岸

绿、景美”。

为了让民声民意转化为民生决策，

2020 年 3 月，湖南省在以往试点的基础

上，在全省乡镇人大推行民生实事项目

代表票决制。2020 年 8 月施行的《湖南省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进一步作

出规定，乡镇民生实事实行票决制。目

前，已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主导、

政府主责、代表主体、群众参与”的工作

格局，在民生实事征集初定、审议票决、

监督评估“三个阶段”以及征集、初定、审

议、票决、监督、评估“六个环节”，充分尊

重民意、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湖南

省委书记张庆伟说，要让代表在离群众

最近的地方发挥作用，把联系群众变为

化 解 矛 盾 、振 兴 乡 村 、民 主 议 事 的 履 职

实践。

县乡人大代表票决出的民生实事项

目，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宁乡市喻家

坳乡票决的栀子小镇项目，当地群众自愿

将土地、林地无偿让出，拆除新建围墙，主

动参与河道清淤、杂草修整等，大大推进了

项目的进度，目前全乡种植栀子规模已达 1
万亩；双峰县青树坪镇票决的青树坪战役

烈士纪念园项目，土地全部由村集体无偿

提供，社会各界踊跃筹款 200余万元，现已

顺利完工。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人大代表

喻春明说：“票决制真正体现了民主参与、

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让民生实事选得更准

了、推进更快了，实施起来更容易了。”

民生实事票决制充分激发了代表们

的 履 职 热 情 。 益 阳 市 组 织 代 表 全 程 参

与民生实事监督，建立“初问选题、中问

进 度 、终 问 效 果 ”的 监 督 工 作 链 。 炎 陵

县 沔 渡 镇 人 大 代 表 周 小 明 说 ：“票 决 制

为 代 表 在 闭 会 期 间 有 效 履 职 搭 建 了 平

台 ，人 大 代 表 积 极 主 动 地 当 起 了‘ 调 研

员’‘监督员’‘宣传员’，履职热情被充

分激发出来。”

目前，湖南已在全省 1524 个乡镇实

现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全覆

盖，并在 26 个县市区本级人大推行。截

至 2021 年底，湖南各乡镇共票决民生实

事 3158 件，投入资金 158.32 亿元；各县市

区本级人大共票决民生实事 218 件，投入

资金 126.91 亿元。

湖南推进基层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

倾听民声惠民生 票决小事办大事
本报记者 何 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办好就业的事，

老百姓幸福生活就有了基础。2021 年以

来，四川省成都市按照党史学习教育要

求，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通过一系列创业就业提升工程，保重

点、强体系、优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回应

群众急难愁盼，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

培训全覆盖
就业有保障

2020 年初，成都领克汽车工厂 06 新

能源车型正开始量产，本是企业进入发

展快车道的喜事，大家却有些担心。“疫

情给用工带来不利影响，新车能不能如

期上市，全都是未知数。”领克制造人力

资源总监刘瑜说。

汽车工厂自动化程度高，但也离不

开熟练工人。招聘新人，必须开展岗前

培训，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成本，对生

产节奏影响很大。

“这时成都市人社部门派来了服务

专员，‘一对一’帮我们制定以工代训项

目。”刘瑜告诉记者，政府有关部门不仅

帮助他们顺利招到 2000 余名工人，还投

入上千万元培训补贴资金帮助新职工掌

握智能制造、智能网联等技能。“目前我

们已建成领克项目制培训示范基地，再

也不用为用工问题发愁了。”

职业技能是就业之本，42 岁突然失

业的邓晓梅深有体会。由于年龄限制又

没有专业才能，邓晓梅只好在家待业。

一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打通了武侯

区就业局的电话，希望参与职业培训。

“半个月后，我参加了心仪的中式烹调师

专业培训，又花一年时间考完所有证书，

顺利成为一名金牌培训老师。”邓晓梅高

兴地说。

为推动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全域、终

身免费、全时可用，成都着力打造数字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成 都

职 业 培 训 网 络 学 院 。 从 汽 车 维 修 漆 工

到直播销售员，培训课程全面、实用、精

细，目前该学院共开设 123 个专业，覆盖

20 余个产业和领域。去年开办在线组

班培训 1792 个，累计培训劳动者 509 万

人次。

“搞好职业培训，有助于搭起求职者

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成都市就业服

务管理局工作人员曾东介绍，2021 年，成

都市就业部门共组织招聘会 2264 场，服

务用人单位 4.38 万家，提供了 72 万个就

业岗位。“看到求职者找到新工作时露出

的笑脸，我也很开心。”

搭建新平台
创新有活力

从一名程序员到一家科技公司创始

人，高旻的成长历程，折射出成都这座城

市给青年人才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2016 年，高旻和朋友们共同创办了

四川见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高

精度数字孪生城市的平台研发和行业垂

直领域应用。公司成立不到 3 年便实现

了盈利，2021 年营收总额近亿元。

公司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政策的支

持。“政府部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

发展机会，以天府新区作试点，我们打造

了‘原创技术成都造’的第一代孪生城市

底座，才真正有了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落

地。”高旻说。

发展是留人之本，唯有创业前景光

明、产业潜力无限，吸纳就业才不是空

话。近年来，成都加快建设具有全国重

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增强源头

创新、打造创新平台上奋力求解，将城市

作为最大的场景实验室，全面激发人才

创新活力、释放人才创业潜能。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副院长

刘毅给出的一组数字直观且有说服力：

目前该院在蓉共有全职员工约 300 人，其

中 80%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过去

几年，该院共承接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

项目 600 多项，总金额近 6 亿元；孵化科

技公司 13 家，其中 1 家瞪羚企业、5 家高

新技术企业，总估值超过 30 亿元。

筑创新场景，以事业平台激发人才

创造活力。成都市充分发挥“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优势，超 889 万平方米高品质

科创空间全面铺开、310 家创新创业平台

多点开花，建成 5 个国家级双创示范基

地、74 个国家级孵化平台，培育 7800 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服务更精细
创业有动力

1 月 14 日，成都市委人才工作会议

明确将首批入选“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计

划”的专家代表们作为产业领军人才，享

受城市高层次人才政策服务保障。成都

市人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产业建圈强

链人才计划”改变了传统人才评价方式，

变政府主导为市场主导、变层层评审为

企业自评，将人才评审权赋予头部企业

等市场主体。此次共有来自成都市轨道

交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产业生态圈

的 252 名领军人才入选。

连续两次参加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的成都砌筑工许陈兵，去年 1 月被授予

“成都工匠”荣誉称号。大赛为许陈兵带

来 了 技 能 提 升 ，也 让 他 获 得 了 职 业 尊

重。“自己的付出得到了社会认可，干工

作更有动力了。”

除了重视战略人才的发展进阶，成

都市也关注新职业从业者的切身需求。

“小牛哥·刹一脚”智慧驿站坐落在锦江

区牛市口街道，为快递员、外卖小哥等灵

活就业人群提供 24 小时服务。“累了到这

歇歇脚，给手机充充电，幸福感满满。”外

卖小哥王柯皓说。据了解，成都新职业

人群增量居全国第二位，而这类职工驿

站在成都已建成 783 个。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

的事。截至目前，成都市列入 2021 年完

成的“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 3092
个，已完成 1422 个，完成率 46%。“十四

五”期间，成都市将继续围绕“建设践行

新 发 展 理 念 的 公 园 城 市 示 范 区 ”总 目

标，牢固树立就业工作“发展”导向、社

会保障“幸福”导向、人才工作“赋能”导

向、人事工作“活力”导向、劳动关系“治

理”导向、公共服务“满意”导向，自觉找

准经济发展促进者、美好生活奉献者、

创新驱动实干者、人事改革推动者、社

会和谐维护者、营商环境建设者角色定

位，最终实现“要素供给高效、民生保障

有力、人民群众满意”的高质量发展。

四川成都通过创业就业提升工程，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民生保障有力 人民群众满意
本报记者 林治波 宋豪新 李凯旋

近年来，重庆市南岸区不断创新城市管理理念，强化环境监管，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气温回暖，广阳岛上万物复苏，吸引孩子们来此踏青游玩。图为放风筝的孩

子们。

李洪波摄（影像中国）

忙趁东风放纸鸢

本报银川 3 月 1 日
电 （记者刘峰）《宁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建 设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先 行 区 促 进 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 3 月 1 日起施行，《条

例》对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高质量发展等作出

专章规定，鼓励先行先

试 ，严 格 黄 河 岸 线 管

控、助力 9 个重点产业

发展，确保先行区建设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此外，《条例》对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综 合 治

理、系统治理以及农业、

工业、城乡生活污染防

治等作出严格规定，通

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 夯 实 高 质 量 发 展 基

础。《条例》还将加强食

品安全、社会治安管理、安全生产防控、

巩固生态移民成果等内容上升为法律

规范，回应社会关切，保障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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