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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

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处理

党群关系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其本

质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

群 众 路 线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必 须

紧 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

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强调“对一切侵犯群

众合法权利的行为，对一切在侵犯群众

权益问题上漠然置之、不闻不问的现象，

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坚决追责”。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第九章“对违反群众

纪律行为的处分”，立足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完善群众纪律有关规定，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

暖放在心上，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一是强化保障群众利益，助力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

振 兴 不 是 一 句 口 号 ，讲 究 的 就 是 一 个

“实”字，农村工作干部要真正深入群众，

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

群 众 。《条 例》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条 第 二 款

规 定，在乡村振兴领域有侵害群众利益

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这次修订，

将原来的“扶贫领域”调整表述为“乡村

振兴领域”，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

求；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

在农村，必须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维

护好发展好群众切身利益，对乡村振兴

领域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必须从

严惩治。党员干部要做到脱贫摘帽不摘

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在

服务“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

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特别是要坚

决防止和纠正在乡村振兴领域侵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

二是聚焦社会救助，维护民生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困难群众，我们要

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帮助他们

排忧解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

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条例》第

一 百 二 十 四 条 充 实 在 社 会 救 助 中 优 亲

厚友、明显有失公平行为的处分规定，着

力促进将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落到实处。

社会救助是一项兜底线、救急难、保民生、

促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事关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全面脱贫后，我们党着眼为群众提供

更高质量的兜底保障，进一步健全社会救

助体系，在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党员干部

在救济、补助工作中办事不公、优亲厚友、

厚此薄彼，将救济、补助款物作为“顺水人

情”“关系保障”，不但影响国家惠民政策

的落实，还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失去公

信力，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

干部要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把惠民政策不

折不扣地落实到群众中去，切实兜住民生

底线，保障人民群众公平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

三是惩治慢作为、假作为，切实提升

为民服务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

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

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指出“有一些党

员、干部还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甚至是假

作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将

“慢作为、假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规定为需要问责的具体情形。此次修订

《条例》，在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五项对“不

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作出

处分规定的基础上，充实完善了针对“慢

作为、假作为”等行为的处分规定。实践

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部分党员干部服务群

众积极性、主动性不强，遇到困难“推拖

绕”、解决问题“假大空”等现象，都是慢

作为、假作为的典型表现，折射出宗旨意

识淡薄的深层“病理”。党员干部要始终

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想群众之

所想、忧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急，真

心实意为群众服务，维护好群众的切身

利益。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党员干部

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坚持紧紧依靠人

民、牢牢根植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用心

用情做好涉及群众的各项工作，努力让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

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严明党的群众纪律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
—关于《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群众纪律修订的重点内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

层峦，微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

县，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巡护员

梁春平穿着胶鞋，比着树干高度，在距

地面 1.3米的位置，用红色油漆刷上一

层印记。帽檐下的一张脸，黝黑，泛

红；镜框下的一双眼，明亮，专注。

“最近我们在做大样地监测，每

隔 5 年一次，观察指定区域内 6 万多

棵树的生长情况。”梁春平手不停，话

匣子打开。

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始建

于 1965 年，是我国建立最早的以保

护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植

物及其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

一。穿梭丛林之间、攀登雪山之上、

行走溪涧两畔……46 岁的梁春平已

坚守野生动植物保护一线 26 年，足

迹踏遍保护区内九成以上的区域。

平均每年步行
2000多公里山路

在山水间成长，梁春平从小就跟

着父亲护山。东瞅瞅、西看看，与大

自然亲密接触的日子，他最为珍惜。

1997 年，大学毕业后的梁春平选择

回到平武，守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

片区的绿水青山。

兜里塞满干粮，壶中装上热水，

一大早，梁春平就和队友开始了一天

的巡护。“巡护路线长短不一，长的能

有 30 多公里。我们都是自带干粮，

就 着 榨 菜 吃 点 馒 头 和 鸡 蛋 。”梁 春

平说。

“巡护一趟，基本要在 10 个小时

以上。”梁春平说，自己平均每年得走

2000 多公里山路，对于区域内 20 多

条相对固定的路线，每年至少要巡 4
回。“如果无法做到当天往返，还会带

着睡袋和气垫上山，搭个简易帐篷，

就在山里过夜。”一旁，队友李芯锐忍

不住插话。

山中巡护，并不轻松。不仅要面

对高海拔与天气突变，还得随时提防

野生动物出没。“有一回，我们距离一

只野生大熊猫就几米远，它鼻子上冒

的热气都清晰可见，当时大家都慌了

神，现在回想，这么近距离观察野生

大熊猫倒也难得。”梁春平说。到了

冬天，大伙背着沉重的行囊巡山，走

上一段路便是一身汗。越是流汗，越

不敢停，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气温，稍

作停歇，汗水就会结冰。

对于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梁春

平已然如数家珍。从采集动物活动

痕迹，到阻止偷猎、盗采药材等行为，

再到更换红外触发相机电池，他承担

起许多动态监测、保护生态的责任。

“就拿监测记录来说，以前巡山，纸笔

记下时间和动物痕迹就行，现在不光

海拔、经纬度要记录精准，还会拍下

影像资料留存。”而随着无人机、红外

相机等先进设备投入应用，巡护工作

越发得心应手。

连续 17 年监测
保护区内的两栖爬行
类动物

大学读的专业与野生动植物毫

无关联。等到做上巡护工作，短板逐

渐 显 现 ，梁 春 平 进 入 了 新 的 学 习

状态。

“从掌握野外生存技巧，到辨认

羚牛、雪豹等的痕迹特征，我一边巡

山，一边积累知识。”梁春平说，那段

日子，他买了不少专业书籍，并且利

用休息时间埋头苦读，不断完善自身

知识体系。

2006年，保护区将两栖爬行类动

物纳入监测范围，但缺乏具备相关专

业知识的巡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

梁春平赶紧报名，前往中国科学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参加培训。培训结束

后，他又翻阅大量资料，结合标本记忆

动物物种特征，并应用到工作场景。

“这是华西蟾蜍，耳后腺很明显，

身上有小的不规则疣粒……”对着电

脑上的两栖动物图片，梁春平熟练地

介绍着动物的特征。梁春平先后参

与了几十个王朗片区科研监测与合

作项目，并连续 17 年监测保护区内

的两栖爬行类动物。

梁春平回忆，有一次，一只野生

大熊猫不慎闯入村民家中，随后被送

至王朗片区救助中心体检、喂养。那

段日子，巡山之余，他就帮着砍竹子、

做米糊、扫圈舍。半个月后，确认大

熊猫身体无碍，这才放归山林。

在李芯锐眼中，梁春平身上有股

不服输的劲儿。“最近，我计划系统学

习苔藓类植物相关知识。”梁春平说，

“王朗片区有 30 多种苔藓类植物，有

一些我光听过，却不认识，需要尽快

补齐知识短板。”

在孩子心里埋下
热爱自然的种子

“对面山坡上跑的是什么动物？”

“杜鹃的叶子为什么会卷起来？”……

穿行丛林间，小朋友们不时抛出问

题，梁春平则一边带领他们徒步，一

边耐心解疑释惑。

带着小朋友徒步，已经成为梁春

平工作的一部分。 2020 年开始，他

就主动为来王朗自然保护区研学的

小朋友们提供自然教育。去年，梁春

平多了一个新身份——平武县首批

自然教育讲师。“最近来我们这里研

学的人比较多，一来就是几十个人。”

为了确保学生安全，带队老师不仅要

提前踩点、规划路线，还要配齐医药

箱、氧气瓶等保障物资。梁春平说，

小朋友们好奇心强、精力旺盛，自己

不仅带着他们徒步、观察自然，还会

指导他们安装红外相机。

在梁春平看来，红外相机的摆放

位置和安装角度都有讲究，既要找准

动物活动痕迹，又要确保能够拍到完

整画面。在这过程中，他会把野生动

植物的知识细致地讲给孩子们听。

近年来，保护区组织开展了动植

物识别、观鸟、探秘大熊猫生存环境、

红外相机安装等一系列科普活动，吸

引了越来越多人来此研学。“自然教

育可以为孩子们搭建亲近自然的桥

梁，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热爱自然的

种子。”梁春平说，希望能够通过自然

教育，让更多小朋友认识自然、亲近

自然、保护自然。

下图：梁春平（左一）和同事查看

红外相机。 受访者供图

大
熊
猫
国
家
公
园
王
朗
片
区
巡
护
员
梁
春
平
—
—

穿
行
丛
林
雪
山

守
护
自
然
之
美

本
报
记
者

游

仪

■守望R

手 持 红 外 热 成 像 仪 ，对 准 主 变 压

器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都匀市的一座变电站内，南方电网贵州

都匀供电局高压电气试验高级作业员史

纯清正对设备进行例行检查。“看成像仪

屏幕上，颜色越深，温度越低……”指着

屏幕，史纯清向年轻同事解释，“现在，温

度高的液体在上面，低的在下面，呈均匀

分布，说明这台变压器是正常运行的。”

变电站是电力运输的重要环节，也

是 史 纯 清 的 工 作 场 所 。 为 提 升 传 输 效

率 、减 少 传 输 损 耗 ，电 力 传 输 过 程 中 需

要通过变电站对电压进行升压、降压等

调 节 ，随 后 接 入 末 端 配 电 网 ，最 后 转 换

成照明和小型家电适用的 220 伏或大功

率电器适用的 380 伏电压。“电气设备人

员 是 给 电 气 设 备 看 病 的 医 生 。”史 纯 清

常这样说。在 33 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潜

心 钻 研 ，总 结 出 电 气 设 备 故 障 诊 断“望

闻问切”四诊法。

“望”就是观察设备的外观、构造，再

结 合 故 障 点 的 现 场 情 况 作 出 判 断 。 一

次，一座 35 千伏变电站的主变压器在运

行过程中出现内部放电情况，当地检修

人员求助于史纯清。“变压器内的铁芯应

该接地，是接线问题。”史纯清仔细观察

现场，很快找到了故障的关键。史纯清

常常提醒新入行的同事，“望”的前提是

要充分熟悉设备的构造和接线原理。

南方潮湿天气多，带有湿润灰尘的

空气会导致设备的绝缘水平下降，产生

放电现象。“如果在室内的话，便能听到

‘滋滋滋’的声音。这便是‘闻’。”史纯清

说，刚入行的年轻人一般听不出故障声，

这就要靠长期的经验积累。

“问”指的是通过与现场人员交流，

了解异常状况。“问要问到点子上，比如

故 障 发 生 时 出 现 的 典 型 特 征 、细 节 等

等。”有一次，某个变电站的主变压器出

现差动保护动作，意味着保护范围内的

设备出现了故障，史纯清接到咨询电话，

与现场人员沟通，实现了“远程问诊”。

如果故障超出了人的视觉、听觉感知

界限，则需要用专业检测仪器进行“切”，

如红外热成像仪、绝缘电阻测试仪等。“通

过这些仪器，我们能得到准确参数，帮助

我们更精准地分析故障。”史纯清说。

“我们严格按照预防性试验规程对设

备进行定期检测，通过灵活运用‘望闻问

切’，可以捕捉出现故障前的细微征兆，及

时处理那些潜在的问题。”史纯清说。

2014 年，史纯清牵头的劳模创新工

作室设立。工作室里，有一台由史纯清

设计的、用 50 多个开关模拟几百种故障

的教学变压器，他将 30 多年来碰到的各

种故障，浓缩到这台与中型音箱差不多

大的设备上，将解决方法毫无保留地教

给年轻员工。工作室成立以来，累计培

养电气试验技能人才 132 名、技术技能创

新骨干 32 名、高级技师 9 名。

左图：史纯清进行电气设备试验。

受访者供图

高压电气试验高级作业员史纯清——

精准排故障 创新解难题
本报记者 陈隽逸

■■工匠绝活工匠绝活R

【【绝活看点绝活看点】】

1991 年参加工作后，史纯清

在电气设备故障诊断方法上潜心

钻 研 ，总 结 出“ 望 闻 问 切 ”四 诊

法。在 33 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解

决多项技术难题，培养出一批年

轻骨干人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

本报珠海 6月 19日电 （记者程远州）6 月 19 日 12 时许，随着最后一

榀钢箱梁焊接完成，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黄茅海大桥成功合龙，黄茅海跨

海通道项目全线贯通。

黄茅海跨海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首个开工

建设的跨海通道工程，也是港珠澳大桥的西延线。黄茅海跨海通道连

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江门市，线路全长约 31 公里，海域段长度约 15 公里，

设置高栏港大桥和黄茅海大桥 2 座主桥，其中高栏港大桥已于今年 3 月

20 日合龙。

黄茅海大桥采用 3 塔 2 跨的独特设计，是一座采用独柱式双索面全漂

浮体系的斜拉桥。大桥单孔跨径达到 720 米，桥梁全长 2200 米。全桥共

有 16 种梁段类型、149 个梁段，最重钢箱梁达 420 吨。

黄茅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主任朱超介绍：“自 2023 年 10 月第一榀钢

箱梁架设成功，我们历时 9 个月，针对通航安全保障、防御台风措施、特殊

梁段安装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深入开展方案措施研究，最终实现合龙偏差

在 2 毫米以内。”

黄茅海大桥合龙后，项目将开启路面施工及钢箱梁桥面铺装，预计

2024年年底建成通车。建成后，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将与港珠澳大桥、深

中通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

右图：最后一榀钢箱梁焊接吊装完成。

下图：黄茅海大桥远景。 图片均为郝笑天摄

黄茅海跨海通道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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