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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去年青海制定了《村级组
织依法履行职责工作事项清单》《村级
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村
级组织减负事项清单》“三张清单”，厘
清了村级组织职责边界，要求依法应当
由政府部门履行的法定职责，不得要求
村级组织承担，不得将村级组织作为行
政执法类事项的责任主体。近期随着
政策的落实，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不
仅减轻了基层工作负担，基层为群众办
事的效率也有所提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
负。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和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持续部署推动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相关精神，今年
全省两会把“为基层减负赋能”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非常重视推动基层减负取

得实效。推动基层减负增效，也是践行
“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要求
的题中应有之意，为基层干部卸下包
袱，就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
实，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出实效、创实
绩的事。

我们应该认识到，空耗精力的文山
会海、脱离实际的层层加码、流于表面
的过度留痕、明目繁杂的过滥考评等等
形式主义，热衷口号式落实、运动式行
政，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包装不重实
效，重显绩不重潜绩，不但让干部为其
所累，也让群众颇为反感。用轰轰烈烈
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
丽的外表掩盖问题和矛盾，究其根源是
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的表现。近年
来，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加大整治力
度，解决了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
出问题，刹住了一些歪风邪气。但也要
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具有
顽固性，其产生的思想根源还远未根
除，既有反弹回潮的老问题，也有改头
换面、隐形变异的“新马甲”，必须严抓
不放、常抓不懈。

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我们就
要充分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
性和变异性，就要摸清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
的不同表现。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
找准、把对策提实。比如我省制定“三
张清单”，就是对“转嫁责任给村级组
织”“不合理证明事项多”“网络时代依
然固守部门间数据壁垒”等问题坚决说
不。比如当下存在的强制下载登录
App、烦不胜烦的“听课打卡”、滥用积分
排名、向多个工作群多头报送等“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看似新表现，实则老
问题，应当让数字技术赋能政务管
理、提升基层效能，而不是反成为占用
主业时间，让人苦不堪言的累赘。比如
针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等问题，就要更突出本地特色，突出
能力匹配，突出实际需要，把对上负责
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多做“民心工
程”。

在减负中不能出现以形式主义整
治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整治官僚主义
的怪象。曾有人调侃：“‘基层减负’反

而成了基层的另一个负担。”说明个别
地方存在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
现象。对此要从思想根源上挖一挖，有
没有真正认识到形式主义的危害？要
从党性修养、思想作风上去破解。与其
做表面文章，不如出实招、去虚功，真下
功夫把问题解决解决，不要“说一套做
一套”。该精简的就精简，该摒弃的就
摒弃，该改革的就改革，把“当下改”与

“长久立”结合起来；要多问效于民，看
看基层减负的效果群众有没有看见、有
没有体会，认可不认可，从群众反馈中
也能倒逼改革。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非一日之
“寒”，从根子上减轻基层负担也非一日
之功，需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的恒心标本兼治、综合施
策。既要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要解决深
层次问题，努力做到为基层真减负、减
真负，打通“最后一公里”，抓出长效。
通过真真切切的减负，释放基层干部干
事创业的动能，凝聚真抓实干、攻坚克
难的强大动力。

秦 睿

基层减负担 干部添动力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
键在党。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顺利贯彻落实的“神经末梢”，也是
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核心。新征程上，
要持续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
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凝
聚力，让各级基层党组织的“点点星火”
汇聚成炬，为乡村振兴增添光辉。

初心如磐，在感悟真理伟力中砥砺
奋进。建强基层党组织，关键在于强化
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细化到农
村基层，就是要面向基层党员干部，不
断提升理论素养，切实提高基层工作者
掌握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村、社
区党组织班子成员作为重点人群，以

“三会一课”为载体，结合年度发展思路
和目标，合理制定学习计划，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
信笃行，引导基层党员干部在思想上、
行动上自觉对标对表新时代新要求。

肩负使命，在建强战斗堡垒中牢守
阵地。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
平衡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必然要求。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者，承担着产业振兴、
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的重要使命，只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保证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在乡村贯彻到位、传达到位、
执行到位。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开展第
二批主题教育，促进以学促干，将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产
业发展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在积极
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上取得更多新成效。

笃行致远，在胸怀为民之情中成就
事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目标在
于群众富裕，出发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上。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
织要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
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
多用力。主动深入群众家中，问需于
民、了解实情、梳理问题、化解矛盾，坚
决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介入，实现
矛盾不上交。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健全完善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各项制
度机制，创新探索、真抓实干，着力构建
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融合互促、协同推
进的良好局面。基层党组织作为“最一
线”直接与群众联系的枢纽，既要善于
总结上报群众需求，还要能够及时传达
上级精神，要时刻将人民安危冷暖“置
顶”，特别要聚焦基层基础、乡村振兴、
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领域，解决好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钟金玉

乡村振兴要把
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

从“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到“鹅
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中华民族历来崇
尚“君子之交以义”的古训。“同德则同心，
同心则同志”，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同
向而行，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
利。然而，党内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被少
数党员干部淡化甚至遗忘。有的把江湖
义气当成交往准则，沉湎于吃吃喝喝、称
兄道弟；有的信奉“关系学”“圈子文化”，
热衷于搞团团伙伙、山头主义……种种

不正常、不清爽的交往，既玷污干干净净
的同志关系，又影响党群关系和党的形
象，更为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

“同志”，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
面立党为公的旗帜，传承着共产党人共
同的政治基因。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
言，要真诚待人、规矩做事，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破“潜规则”，立“明规矩”，坚决
防止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使
党内同志关系纯洁自然，让正气充盈的
政治文化滋养人心、涵养生态。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
数”，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效应，更要坚
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远离各种
小圈子，用真情联系群众、用真爱关心
干部、用真干推动发展，以称呼上的“同
志”唤起精神上的“同志”，带领党内关
系自上而下清爽起来。

同志之交若清泉。广大党员干部
要维护好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进而
为促进党内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为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张 艺

一声一声““同志同志””清风徐来清风徐来

乐都南山，位于海东市乐都区境内，是乐都区辖境最高山峰，攀登绝顶，宛如身在天宫，头顶青云缥缈，脚下冰层晶莹。如今，漫山遍野收不住的绿已成为乐都南
北二山的主色调。 段炳义 摄

云端麦香

六省市援青医疗专家在青海5家
医院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开设援青门
诊，这真是一件莫大的好事！当援青
工作与民生实事再度擦出新火花的时
候，青海人民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来自
援青干部的火热为民温度。

这是一股股直通心窝子的暖流：
家门口能约看外地大夫；减少一些患
者异地奔波；一定程度缓解挂号难、候
诊时间长；“面对面”助力试点医院提
升能力水平……这是援青医疗工作坚

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坚持“带
土移栽”“造血制氧”，打造出一支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青的又一创新成果。

这暖流来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青海人民的深厚关爱，
来自于援青干部人才对青海各族群众
的深情厚谊。援青干部人才服务青
海、奉献青海，用心用情用力促进青海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青海
各族干部群众永志不忘。

郝 炜

援青门诊试点援青门诊试点
体现火热为民温度体现火热为民温度

“小，物之微
也。”“勿以恶小
而为之，勿以善
小而不为。”小事
连着民心。群众
的衣食住行、柴
米油盐、冷暖安
危看似琐碎，却
件件都是大事。
在 小 事 上 下 功
夫，在小事上见
作风，才能密切
与群众联系，才
能让党的主张、
党的方针政策贯
彻到基层，让党
的形象更真实，
更立体，更高大。

越是离群众
最近的小事，越能考验出一个党员干
部的党性觉悟。办不办小事体现的是
个人作风，也关系着党风，政风。一名
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的小事如果不上
心、不关心、不用心，不仅得不到群众
的认可，也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只有在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上用心用
情用力，才能不断改进我们的作风，树
立起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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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湖
进入冰封期。浩瀚的湖面宛如一面巨大
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层层叠叠的
碎冰如璞玉般堆砌在湖边，晶莹剔透，远
处的湖水依然碧波荡漾，壮观又神奇。

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
水湖，湖水面积4625.6平方公里，湖水
容量 743 亿立方米，是世界高原内陆
湖泊湿地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水鸟重
要繁殖地和迁徙通道上的停歇地，是
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循
环通道，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
重要水体，是阻止西部荒漠向东蔓延
的天然屏障。也因此，青海湖被称为
中国西北部的“气候调节器”“空气加
湿器”和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
调：“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
者’。”“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
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
巩固拓展。”省委书记陈刚提出，青海
湖是体现“大美青海”气质与颜值的重
要窗口，创建青海湖示范区是青海建
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
创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国际生态旅游
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就是青海立足
新发展阶段，融入国家战略所面临的
重大发展机遇和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
任务，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实践。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4952平方公里，其范围包括青海湖整
个水域及鸟类繁殖、栖息的岛屿、滩涂
和湖岸湿地，地跨二州三县，环湖 40
余条河流以及众多泉水形成的大面积
高原湿地，是我国内流区完整水循环
及水生态过程的典型代表。湟鱼，是
青海湖“水-鸟-鱼”生态链中的核心
物种。在党和国家支持下，青海省实

行封湖育鱼，并修建洄游通道、探索开
展人工繁育和增殖放流。如今，湟鱼
资源蕴藏量实现倍增，由 2012 年的
3.5 万吨增加到 2022 年底的 11.41 万
吨，年放流规模由 700 万尾提升到
2000 万尾。青海湖湟鱼种群的恢复
就是青海湖生态改善的一个缩影。

日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植物名录》公布，青海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
原有的72种更新至82种。根据新调整
的名录，在实现增量的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由原有的19种更新至22种，新增遗鸥
等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
53种更新至60种，新增靴隼雕、毛脚
鵟、短耳鸮等物种。此外，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达到12种，包括羽叶点地
梅、锁阳等。可以说，这是青海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记“国之大
者”，高水平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的生
动实践，是青海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注脚。

我们要深刻认识并正确处理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创
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和国际生态旅游目
的地青海湖示范区为抓手，立足保护
青海湖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草—
河—湖—鱼—鸟”共生系统、全球水鸟
的重要栖息地和候鸟迁徙的路线节
点，以“一屏六区一平台”发展思路，一
步一步让“国”字号工程在青海落地。
持续加大保护、修复和治理力度，保持

“三增、三减、一不变”的良好态势，让
青海湖永葆夏之绚烂、秋之高远、冬之
静谧的魅力，使其如耀眼的明珠一般
永远镶嵌在高山、草原之间。

戴美玲

交出青海湖高水平保护交出青海湖高水平保护
的青海答卷的青海答卷

龙年开工第一天，广东省提出，今
年将推出一批新的重大科研项目，推
动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推
动9200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把创新落到企业上、产业上、发展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
能源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工业
生产方式，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开
辟产业发展的新赛道。只有紧紧跟踪
并把握科技前沿变化，才能把创新主
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夯实产业创新的基石，中国式现

代化这艘大船才能行稳致远。
过去一年，我国科技创新产业“热

辣滚烫”、欣欣向荣。新产品、新工艺、
新材料、新装备纷纷涌现，国产新手机
一机难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
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新能
源汽车率先打破技术壁垒，产销量已
连续 9 年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超过
60％，形成了极具韧性和竞争力的完
整产业链。事实证明，以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前途广
阔。

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
兴。科技领域成功引进一个领军人
才，往往会带来一个工作团队，带动一
个产业的发展。搭好筑梦台，逐梦人
自来。要有更多的人才，就需进一步

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推动人才发展和
产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与
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大
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产业创新落到实处，关键在企
业。企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最主
要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今年将
支持龙头企业优化整合产业链创新链
价值链，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
展，并将着力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
开放各类创新资源要素，鼓励先试、首
用中小企业创新产品。通过推动企业
在产业技术攻关中“唱主角”，支持领
军企业牵头承担重大科技项目，企业
会在“如鱼得水”的创新创业环境下

“鱼跃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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