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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城市建设中存在的监控摄像头

重复设置问题，河北雄安新区梳理各部门

实际需求，依托“视频一张网平台”，实现了

对摄像头的统一调配。城市治理更智能、

更高效，背后是数据的联通、机制的变革。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雄安新区朝着“没

有‘城市病’的未来之城”的目标阔步前行。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明确要求，为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方法指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点部署未来

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强调“突出问题导

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

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突

出改革举措的鲜明指向性，坚决破除妨碍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

构性矛盾，才能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

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心中有目标，脚下有方向。新时代以

来，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开创了改

革开放的全新局面。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为目标，着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

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

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致力于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

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坚持

目标引领，推动着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

标，我们就能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更

大奇迹。

推进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清单”亦

是“改革清单”。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紧盯老百

姓日常生活中的急难愁盼，完善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

台；面对逆全球化挑战，推动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条很重要

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

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始终坚

持问题导向，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方

能攻坚克难，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

添活力。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是有机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目标引领和

问题导向的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

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又要

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

用力，以增强精准性、实效性。比如，瞄准

“双碳”目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

转型，这是大方向；同时考虑现实问题，实

现“双碳”目标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搞

运动式“降碳”、踩“急刹车”，必须有一个循

序渐进、先立后破的过程。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

合，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既朝着

目标坚定前行，也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做好准备、妥善应对。

胸怀梦想的远征，尤需逢山开路的闯

劲；前无古人的事业，呼唤锲而不舍的笃

行。前进道路上，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主题，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既善于积

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应变求变，我们就

一定能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共同谱

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④

本报评论部

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江西

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是中央红军长征路

上打响第一仗的地方。前不久，一支采访

调研团来到这里，参观百石长征第一仗历

史陈列室，追寻红色记忆。煤油罐、油纸

伞、火把篓……陈列室里的一件件红色物

品 ，带 领 人 们 重 温 峥 嵘 岁 月 、倾 听 历 史

回响。

精神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长征路

上，那些艰苦卓绝的跋涉，那些前赴后继的

冲锋，那些壮怀激烈的牺牲，一直在人们心

中激荡。江西赣州于都县，一条红军长征

小道，去年吸引 30 多万人来追寻足迹；贵

州遵义，一群年轻人打造演艺剧目《伟大转

折》，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长征历史……人们

以各种方式了解、纪念长征，感受红军的智

慧 和 英 勇 ，从 红 色 精 神 血 脉 中 汲 取 奋 进

力量。

革命理想高于天，越是艰险越向前。

一组数字，展现着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攀

越 40 余座高山险峰，渡过近百条江河，每

天急行军几十公里是常有的事，平均 3 天

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

次遭遇战。二万五千里，步步是险境，红军

为什么能在难以想象的艰险中闯关夺隘、

赢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和

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

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

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

的光芒。”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正是崇

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

一路向前。有多坚定的信仰，就有多勇毅

的行动，就能开辟多光明的未来。今天，我

们依然需要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常修

常炼、常悟常进，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

斗、不懈奋斗。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遇到困难时，我们常会用这句话来激

励斗志。四川雅安天全县，红军长征时曾在这里战斗、驻留百余日，留

下许多英勇故事。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天全县干部群众发扬长征精神，

撸起袖子加油干，发展全域旅游，成功实现脱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天全县又克服各种困难，发展鲟鱼养殖、鱼子酱加工产业，走出了特色

发展之路。咬紧牙关才能一路向前，矢志奋斗就能抵达远方。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论我

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都必然还有“娄山

关”“腊子口”需要征服，都需要精神的支撑、信仰的坚守、价值的导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弘扬革命

文化”。如今，长征的战火硝烟已远去，但红军将士的精神始终熠熠生

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场前无古人

的伟大进军中，追寻革命先辈开辟的路，走好自己脚下的路，我们要“加

油、努力，再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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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蜂窝状的石头神奇吗”“我们滴上盐酸看看有什么反应”“谁来

测一测 pH 值”……在湖北咸宁通城县雷吼村一座小山上，通城县第一小

学教师易忠正带着几名学生研究“奇怪的石头”——石灰岩。利用周末和

寒暑假开展户外科学课，易忠已坚持了近 40年。

走出教室，置身自然，闻鸟语花香、识奇峰怪石、做科学实验，这样的

实践课堂无疑更具趣味性、吸引力。起初只是认识植物、种植植物，后来

了解昆虫、观察鸟类，如今研究地质现象、建筑原理，从“自然课”升级到“科

学课”，易忠持续改进户外授课方式，学生也在探索过程中更好认识世界、

获得知识。教育方式没有统一模板，能够激发学生好奇心，引导学生主动

探索知识，就是好的方式。

书本上的知识大多以“静态”形式呈现，对于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

仅凭概念性讲述，很难有深刻的感悟。大自然如同一间多功能教室，集各

门学科知识于一体，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都是授课的背景墙。当静态

知识以更鲜活的形式展现在眼前，学生们可以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知识

之美，对许多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也会更深刻。

实践课堂舞台广阔，大有可为，可以让学生走进博物馆与文物对话，

了解它们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可以打造“医疗急救体验区”，帮助学生

学习常见应急处置办法；可以走进社区、农村、企业等社会生活场景，让学

生学以致用，更好“见人、见物、见生活”。实践课堂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

千姿百态，关键是要找准书本知识与广阔世界的连通点，创造更多带领学

生走进实践的机会，让“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碰撞出更精彩的火花。

补足实践教育这一课，亦与当下综合育人的教育目标相吻合。实践

中的教育要素相当丰富，是能激活学生求知欲和创造灵感的教学场域。

教育者应当成为“工程师”，尽可能让知识“活起来”“动起来”，更好滋润孩

子的心田。

（摘编自《湖北日报》，原题为《在大自然中点燃求知的火焰》）

在实践课堂感受知识之美
周 磊

■评论员观察R■人民观点R

■人民时评R

推进改革的过程，
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问题清单”亦是“改
革清单”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相结合，处理好
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
系，既朝着目标坚定前
行，也对可能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做好准备、
妥善应对

■纵横R

有多坚定的信仰，
就有多勇毅的行动，就
能开辟多光明的未来。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坚
持不忘初心、不移其
志，常修常炼、常悟常
进，为党的理想信念顽
强奋斗、不懈奋斗

■金台随笔R

持续加大保护力
度、做好保护传承利
用的大文章，才能让
北京中轴线进一步焕
发时代新韵

近年来，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

低空经济，无人机产业迅速壮大起来。数

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已有超 126 万

架无人机，同比增长约 32%。与此同时，无

人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大，在物流、应

急救援、农业等领域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

便利。

这正是：

壮大技术力量，

优化管理护航。

助力生产生活，

低空经济翱翔。

廖 沅文

本版责编：李 斌 尹双红 常 晋

江苏南京市公路集团巡检无人机正在对栖霞山大桥南接线高速路况进行巡检。

徐 琦摄（人民视觉）

在村里待了大半辈子的张群义，有太多

“没想到”：没想到，扁担、织布机、缝纫机这

些老物件竟然成了稀罕物；更没想到，自己

60多岁了，还有了新职业——乡土博物馆管

理员。近年来，陕西旬邑县太村镇张家村大

力发展“怀旧旅游”，村里盖博物馆、办农耕

文化展、打造社员食堂，不少像张群义一样

的“老把式”干上了“新营生”，生活大变样，

日子更红火。

不只是乡土博物馆管理员，“乡村CEO”、

乡村规划师、无人机驾驶员、直播销售员

……近年来，许多新职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

大放光彩。开拓乡村发展新空间，“乡村

CEO”带领村民闯市场、搞经营、创品牌；营

造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乡村规划师“画”出

乡村新模样；让乡村搭上网络直播快车，“村

播”达人“带旺”土特产、“带火”小山村……

这些新职业的涌现，既得益于乡村全面振兴

的时代机遇，也折射着乡村新业态的蓬勃发

展。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开发直播

电商、民宿管家、电子商务等 13个与乡村全

面振兴相关的新职业。无论是“老把式”还

是“新生代”，越来越多人扎根乡土、奉献乡

土，为乡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今天，

随着农业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业生

产场景不断刷新：平整土地用上了北斗导

航，打药施肥用上了无人机，手机、遥控器、

AI 机器人等都成了得心应手的“新农具”；

农村发展业态持续“上新”：农文旅融合描

绘“诗与远方”，数字经济激活“一池春水”，

特色产业做强“土特产”新文章；农民生活

新期待日益更新：环境美起来，生态好起

来，“文化味”浓起来……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涌现，新需求、新目标、新任务叠加，

乡村蓝海蕴藏无限机遇，迫切需要开发新

职业、聚集新人才，去匹配新需求、适应新

发展，从而让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盘”更稳、

空间更大、动力更足。

新职业之“新”，不仅在于名字、形式之

新，更在于其中涌动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

法，能够不断释放“乘数效应”，为乡村发展

赋能。北京怀柔区四渡河村，一个长期以板

栗种植为主要产业的远郊小村，想发展文

旅，但基础欠佳，如何破题？00后民宿管家

刘慧敏带来“金点子”——擦亮美食招牌，推

出栗子宴赢得口碑，民宿实现扭亏为盈；文

旅知名度低，便引入互联网思维，把直播间

架到田间地头，探索“景区盲盒”等新玩法，

受到游客欢迎。现在，乡村产业发展目标更

加多元，领域更加细分，只有思路活、理念

新，才能整合资源、找准赛道、抢抓机遇。专

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依托新职业招才引

智，更多“金点子”将化身发展“金钥匙”。

从乡村足球顾问点燃越来越多孩子的

足球梦想，到无人机“飞手”实现“一人耕种

万家田，一机在手不下田”，再到电商达人为

传统古村落积攒超过 1亿人次的流量数据资

产……这些发展新故事、乡村新蝶变，生动

印证新职业、新农人的重要作用，也启示我

们要更好为新职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不

断完善引才、育才、留才、用才的机制，在社

会保障、职业晋升、技能培训等方面多做探

索，提升相关人才的职业认同感、从业获得

感，才能让愿意建设乡村的人留得安心，让

愿意奉献乡村的人更有信心。

广袤乡村，天高地阔、大有可为。以新

职业激发新动能、开拓新空间，用人才“活

水”更好浇灌乡村“沃土”，必将铺展乡村全

面振兴的壮美画卷。

让乡村新职业蓬勃生长
李铁林

一条中轴线，全长 7.8公里，纵贯北京老

城南北，连通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前

不久，“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

国第五十九项世界遗产。堪称“古都之脊”

的北京中轴线及其承载的文化历史，再次吸

引国内外关注目光。

中，是建筑形制。《吕氏春秋·慎势》记

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

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中国古代都城

营建，从选址到布局都讲究“中”。北京中轴

线始建于 13世纪、形成于 16世纪，经过不断

演进发展，呈现了对称布局的理想都城规划

范式。至今，这条轴线仍统领着城市的发

展，彰显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中，是礼仪秩序。北起钟鼓楼，南到永

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

称布局于两侧，北京中轴线的建筑和景观展

现出中国传统都城对礼仪和秩序的尊重。

如今，北京中轴线上的宫苑建筑和礼仪祭祀

建筑，已转变为对公众开放的公园或博物

馆。升旗仪式、阅兵典礼、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等，传承了国家礼仪文化。“以中为

尊”，在古今交融中，相关礼仪、秩序不断赓

续传承。

中，是价值精神。北京中轴线不仅为中

华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提供了特殊的物质

见证，其中蕴藏的“天人合一”理念，也体现

出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认识和思

考。可以说，北京中轴线超越了 7.8 公里的

物理尺度，不断展示着中国传统世界观、价

值观，注解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哲学观，拓展

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历

久弥新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

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北京

中轴线申遗成功，映照着新时代以来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历史性成就，中

华大地上的丰富文化遗产绽放出时代光

彩。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加大保护力度、做

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大文章，才能让北京中

轴线进一步焕发时代新韵，更好传承历史

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

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应持续探索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模式，从法规体系、管理体系、

保护措施、价值传播、资金保障、公众参与等

方面，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妥善处理好

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同时，调

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鼓励社区居民、社会

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活化利用，

并通过建立展示体系、举办专题展览、创作

文艺作品、举办公众大赛等方式，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与时俱进构

建更完善的保护、展示机制，有助于实现《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遗产保护

共治、成果共享”的愿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推出一系列创新

举措，有力推动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敦煌研究院运用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等技术

对洞窟进行实时监测，为开展预防性保护提

供数据支撑；新通航的京杭运河杭州段二通

道，让古运河卸下了高频率通航的担子，也

助力实现了货畅其流……放眼全国，推动保

护和利用相得益彰，让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新

时代呈现更加夺目的光彩，必能更好激发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

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古都之脊”何以绽放时代光彩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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