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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1 月 1 日，主力红军在贵州迎来

了长征后的第一个阳历新年。

元旦前一天的猴场镇，气氛既紧张又欢

喜。紧张的是：敌军尾随其后，突破乌江战斗

在即，战前动员紧锣密鼓。欢喜的是，恰逢天

降瑞雪，红军各单位组织了简单而不失隆重

的晚会与聚餐，四盆八碗，香气满院，战士与

穷苦群众一道分享食物、唱歌跳舞，一片喜气

洋洋的景象。

记者来到猴场镇的傅氏居所，这里曾是红

军干部团休养连的临时住地。新年那天，不少

同志白天在这里与群众谈心，晚上围着篝火、

举行特殊的晚会。在战斗间隙，在条件艰苦的

小镇，究竟是什么支撑这支饱受劫难的队伍激

情不减、笑对未来？是乐观精神。

乐观常与欢声笑语相伴随。在“火线剧

社”的带领下，红四师在广西行军时边走边

唱，步伐和着节拍，“合组成了一个大的军乐

队”；湘江战役中参与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的红

十三师，连夜奔袭 45 公里来到湘江，终于渡

江成功，战士们用兴国山歌庆祝；娄山关战斗前，青年团员用“湘江走过

了，乌江飞过了，一个娄山关，飞不过吗”的短句为战士鼓劲，“飞过去

哟！闯过去哟！”的呼号一连接着一连。长征不光有悲情和壮烈，也有

乐观与开心。歌声、笑声、加油声，点燃了驱散饥寒、驱散恐惧、驱散黑

暗的火炬，为艰苦卓绝的跋涉增添了一抹乐观的色彩。

越是艰苦，越能彰显出乐观的可贵。茫茫雪山，异常艰险，红军指

战员深一脚浅一脚爬到山顶，除畅叙“盛夏赏雪”之诗情外，有人把撒了

糖精的雪当作“冰淇淋”，大家你一缸、我一碗地吃了起来。“这比上海冠

生园的冰淇淋还好！”埃德加·斯诺把红军的“革命乐观情绪”比作烈焰，

这团烈焰在敌军面前、大自然面前、死亡面前，都不曾熄灭。靠着乐观

精神，红军抱团取暖、共克时艰，成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的最佳注脚。

长征期间出版的《红星报》曾登载文章《在行军中克服部队的疲

劳》，从补给、娱乐等方面出谋划策，但克服疲劳的真正要害在于人心。

有人问董必武：为什么长征那么困难，你们总是那么乐观？董老说：因

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过草地时，十七岁的郑金煜在临终前说：我知道

党的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一老一少，道出了乐观精神

的真谛：信念。艰苦只在脚下，乐观指向未来。哪怕终点还在远方，哪

怕草地无边无垠，哪怕革命频遭重创，必胜的信念始终不渝。

红军乐观，但并不盲目。《长征组歌》里的经典歌词，“野菜充饥志越

坚”，靠的是“野菜调查小组”的过硬技能；“官兵一致同甘苦”，靠的是

“弟兄们，跟我上”而不是“弟兄们，给我上”；“兄弟民族夹道迎”，靠的是

民族平等的正确政策……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领导、过硬的队伍、人民

的支持，是乐观的底气所在，是红军得以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

所征服的秘诀。

1960 年，谢觉哉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人们常说二万五千里长征

是苦事，我是参加长征的，现在记忆中感到的倒不是苦而是甜。和苦斗

争，本身就是件甜事。”之所以长征不苦，是因为苦难中蕴藏着乐观，更

是因为先辈坚信，他们经受的苦难必能化作今日你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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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决定重大事项前必听法律意

见，营商环境建设需要全方位法律服务，乡

村善治依靠法律护航……更好满足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期待，迫切需要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近日，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提

出到 2022 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

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进行深入实践探

索，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

三大平台建设。当前，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工作站、工作室、村（居）法律顾问已经基本

实现全面覆盖；12348热线电话覆盖城乡，大

部分省份实现了 24小时不间断服务；中国法

律服务网不断增加新功能，全国法律服务电

子地图让群众在指尖实现寻找的便利……

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让

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法律服务

水平在城乡间、地域间、群体间的差异依然

存在。比如，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相对

短缺，主要体现在人才不足、设施设备缺乏、

资金保障难等方面。尤其是一些中西部地

区，律师、专业法律服务人员不足，政府投入

公共法律服务的资金存在缺口。有鉴于此，

《意见》提出了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

发展的具体措施，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普

惠化、均等化，让人民群众在接受公共法律

服务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

鉴定、仲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

资源，尽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法律

服务网络。落实这一要求，我们就要坚持

改革创新、统筹协调，创新公共法律服务内

容、形式和供给模式。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总

结推广。比如，有的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进驻当地市政综合服务大厅，与其他市政服

务集中办理，真正从人民群众角度实现了

“一站式”办理；不少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增加

了司法鉴定、公证、仲裁等前端业务指引服

务；有的地方探索“套餐式”服务，为农民工

进城打工、道路交通事故等，提供综合性的

一揽子服务，等等。可以说，改革创新前进

一步，老百姓的获得感就增强一分。

公共法律服务要成为一种“随时随地

随身”的服务，群众的知晓率、首选率和满

意率是评价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

根本指标。未来三年，公共法律服务要让

人民群众会用、愿用，就要扎根基层、贴近

百姓，适应群众的习惯和要求，做到“抬头

能见、举手能及、扫码可得”，让群众感受到

公共法律服务方便、快捷、无障碍。同时，

高品质的公共法律服务是最好的推广，高

质量的服务过程是赢得信任、赢得支持最

有说服力的方式。在继续扩大服务供给的

同时，提高服务品质，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

到公共法律服务管用、好用、习惯用，使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公共法律服务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

性工作。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我们

就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

样化、高品质法律服务需求。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
魏哲哲

■来论R

■人民观点R

科学的理论、正确的
领导、过硬的队伍、人民
的支持，是乐观的底气所
在，是红军得以征服一切
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
征服的秘诀

■人民时评R

公共法律服务要成
为一种“随时随地随身”
的服务，群众的知晓率、
首选率和满意率是评价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成效的根本指标

【人物】“公安楷模”马金涛

【故事】牺牲时年仅 30 岁的马金涛，生

前为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贵筑派

出所民警，从警 5 年。去年 12 月 20 日，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黄赌毒线索排查整治行

动中，他在实施抓捕时与犯罪嫌疑人展开

殊死搏斗，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马

金涛同志因公牺牲后，被追授“贵州省五一

劳动奖章”“贵州省五四青年奖章”“全省优

秀共产党员”和“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先后有 10 万余人前往殡仪馆吊唁、敬献花

圈，40 余万网民自发在网上发起“向英雄致

敬，为民警马金涛点亮蜡烛”的悼念活动。

【点评】

一名从警生涯只有 5 年的基层社区民

警在牺牲后，为何能让这么多人自发悼念

和缅怀？因为他视群众如亲人，春风化雨；

因为他以惩治违法犯罪行为为己任，嫉恶

如仇；因为他一身正气、公正执法；因为他

临危不惧、守护安宁。这是拿承诺与生命

赢得的群众称赞，让人肃然起敬。

忠诚铸警魂，热血护平安。马金涛的

朋友圈有两则分享格外醒目：“为了让大家

安心看球，除了出警，还坚持在辖区巡逻，

保证夜间零案发”“我们肩上的枪很重，我

们维护社会治安的心很热……致国庆节奋

斗在工作岗位上的兄弟”。无论何时何地，

巡逻、值班、加班既是工作常态，又是在守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中蕴含着对公安

事业的执着、对人民平安的承诺、对党的无

限忠诚。可以说，这是马金涛忠诚为民的

缩影，也是公安队伍无私奉献的写照，把赤

诚警魂书写在了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勇于

献身的丰碑上。

有人说，警察是城市的光，照亮和温暖

了太多的人。要发光，就要到群众中去，用

光和热为人们引路前行。从警 5 年，马金涛

一直扎根在社区民警岗位上，把群众满不满

意作为工作第一标准。房屋车辆被水淹，马

金涛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帮忙转移人员和财

物；智力有障碍的小女孩被抛弃，马金涛帮

着联系专业救助机构；辖区楼盘突然跌价导

致部分业主不满，马金涛连续多日做思想工

作，帮助他们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成

为群众“自家人”的“小马警官”用自己的行

动证明：只要用真心与群众交朋友、用真情

解决群众困难、用真功夫化解矛盾纠纷，就

能赢得认可，永远做群众贴心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浩气留存天地间。

这份气概，也是共产党员的气概。马金涛

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献身社会主义事

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入党的唯

一动机，也是我以后行动的方向。”他不仅

自己做到了，而且影响了更多人，让这份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更多人身上闪光。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马金涛的同事誓言，

“此生无悔披战甲，来世还要做警察”。这

些用生命守护我们的人民警察，犹如不竭

的正义能量，支撑起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

大厦。向这些“公安楷模”们致敬。

以生命书写赤诚警魂
李洪兴

这是需要理论且能产生理论的时代
——新中国70年巨变的内在逻辑④

本报评论部

新中国 70 年走过
的历程，是一个不断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
中国问题的历程，也是
用中国实践的丰富养料
不断浇灌马克思主义理
论参天大树的历程

立足中国、借鉴国
外，挖掘历史、把握当
代，关怀人类、面向未
来，胸怀天下的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让中国
理论拥有了世界视野
和全人类的关怀，使马
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
中国放射出更加灿烂
的真理光芒

这段时间，一档叫《这就是中国》的节

目，收获了不少“粉丝”。“如何在世界和历

史中定位中国？”“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增

长？”“中国的制度有什么优势？”……围绕

着一张小圆桌，讨论、演讲、答问，让年轻

观众们思考新中国 70 年发展背后的“理

论力量”。

理论的力量，穿越时代。百年前，透过

《新青年》编辑部的斗室，中国大地播撒下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种子；陈望道翻译的《共

产党宣言》，在 1920 年 8 月初次出版后立即

销售一空。马克思主义，这一充满科学性

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

性的理论，让古老中国走出了“覆屋之下，

漏舟之中”的危局，让亿万人民改变了“如

笼中之鸟，牢中之囚”的命运。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

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发展奇迹。”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学会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

题 ”，要“ 勇 于 推 进 实 践 基 础 上 的 理 论 创

新”。立足新中国 70 年，能更深刻地理解这

一要求。在中国沸腾的大地上、火热的实

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先后形

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如同前行道路上的指南针，引领着

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可以说，新中国 70
年走过的历程，是一个不断运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历程，也是一个用

中国实践的丰富养料不断浇灌马克思主义

理论参天大树的历程。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

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

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

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今

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

实践经验日渐丰富，我们的理论思考日益成

熟，这些都成为培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

长的沃土。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

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

论思维。”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当

代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

有学者说，中国 70 年发展是理论创新

的“金矿”。的确，中国的理论创新，从一开

始就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也从一开始就拥

有着世界视野。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

眼界和包容的胸怀，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

背景下来思考。从“一带一路”建设，到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促进和而不同、兼

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在思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也在思考全球治

理、人类社会发展等国际性问题。立足中

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

类、面向未来，胸怀天下的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让中国理论拥有了世界视野和全人

类的关怀，使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

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

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命

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

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前

进道路上，坚定对科学真理的信仰，高扬马

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让马克

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

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有媒体披露，某地“产业扶贫”的政策是这样的：以贫困户名义贷款

1 万—3 万元，钱不入户，统一交农业合作社，年终由合作社向贫困户发

利息。贫困户一年向合作社领几百元钱，便算领取“分红”，此事引发网

友热议。

产业扶贫，根本上是通过个体或集体发展产业，让贫困户参与到产

业发展中，增加经济收入。这其中，贫困户参与是要义，壮大产业是关

键。然而在一些地方，购买种牛种羊，合作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程不参

与；或是将财政资金买了商铺，用租金支持贫困户……对贫困户而言，看

起来收入暂时上去了，但脱贫能力并未提升，不仅“穷根”未拔除，还可能

助长“坐享其成”“等靠要”思想；对地方来说，看似完成了任务，但可能陷

入“数字脱贫”，违背了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初衷，不是长远之策。

“要脱贫也要致富，产业扶贫至关重要”。产业要适应发展需要，因

地制宜、创新完善，真正拓宽贫困群众可持续的增收渠道，让贫困户有

稳定收入，才能找到脱贫的根本出路。

产业扶贫重在可持续
江西丰城 徐新林

■暖闻热评R

外卖、餐馆提供的一次性筷子、汤匙在

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惊人的浪

费，成为当前生活垃圾的增量来源之一。根

据上海市出台的新规，自今年 7月 1日起，该

市餐饮服务业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筷子、

调羹等四类一次性餐具。只有消费者明确

表示需要时，餐饮企业方可按需提供。

这正是：

餐具减少一次性，

拒绝浪费有规定。

精细管理出实招，

大家携手方共赢。
魏 寅图 羽 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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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开展中，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

层一线调研，与群众面对面聊大实话，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在调

研中深化理解和感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措施。但在一些地方，调研也面临不深不实的问题。

比如，密集光顾发达地区、过多跑到身边企业、扎堆前往典型单位，

对于偏远艰苦的“冷门”地区，则没什么兴趣。其实，哪里都有值得调研

的好课题。我们反对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也要避免调研

只习惯“走近道”而不愿“跑远路”；要鼓励向先进典型学习，但是也要避

免只看“盆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调研。调研避免“走马观花”“做

做样子”，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流于形式。

重视调研，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也是精准决策、推动落实的有

效方法。在主题教育中做好调研工作，还是要近远结合，习惯于“跑远道”，

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这呼唤领导干部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

到”基层。调研往哪里走，实际上也是领导干部作风和担当的晴雨表。

调研莫总“走近道”
北京西城 于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