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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大家谈

梁 岩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都在学习
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宁波市
委在传达会议精神、谋划工作思路
时明确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用工作实绩来检验学
习贯彻成效，确保全会精神深入人
心、落地落实。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
次历史性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

《决定》，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科
学完备的顶层设计，是完善和发展
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
文献。

制度是国家之基、社会之规、
治理之据。治理是制度在实践中的
运用，是制度功能的发挥。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
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我们的制
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
巨大优越性，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
党的领导等制度体系，作出了战略
部署。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以中国式民
主让人民更好当家作主；推动法治
中国建设行稳致远；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以更加成熟稳固的
经济制度支撑高质量发展；更好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织
就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民生保障之

“网”；打造平安中国“升级版”；
铺就通向美丽中国的制度大道；阔
步迈向世界一流军队；擘画祖国统
一光明前景；构建命运与共的美好
世界；为公权力运行扎紧“制度之
笼”……都让我们从“中国之制”
看到了“中国之治”。奋进之路更
加清晰，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正向
我们走来。

对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 《决
定》，需要多层次多种形式地学

习、贯彻和理解，也需要多方面多
角度地检查、执行和落实。看一看
哪些认识还需要提高，哪些理念还
需要改变，哪些任务还没有完成，
哪些问题还没有发现，哪些方面还
存在不足，哪些潜力还有待挖掘，
哪些关系还需要协调，哪些工作还
需要努力。

列宁曾经说过：“要成就一件
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春天不
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
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行是知
之始，知是行之成。凡是在理论上
正确的，在实践上也必定有效。

过去我们有一些工作，就是在
“落实”声中“落空”。往往是上边
开了一个会，然后下边也跟着开。
省里开到市里，市里开到县里，县
里开到镇里，镇里再开到村里，村
里实在没法往下开了，便用大喇叭
广播一下，就算“传达下去”了。
接着就层层汇报，上边传达的某个
文件，我们已经学习了；上边布置
的某项工作，我们已经“落实”了。

有人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就是从“说到”到“做到”。说了
不做，不如不说。“说到”必须

“做到”，而且要做好。这是党和人

民的要求，也是岗位的职责所在。
无论什么岗位、什么工作，都是

“说到”易“做到”难，尤其是领
导干部要首先做到。下级看上级，
群众看领导，往往不是看他怎么
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如果只是

“会说”“能说”，而不实际去做，
说得再多也没有人听，说得再好也
没有人信。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关键在做，主要在做，首先在做，
自己做了才能要求别人去做。既要
绘出蓝图，又要一贯到底；既要转化
思想，又要落地生根；既要协调有
序，又要协同高效；既要“三治融
合”，又要“厚植特色”；既要精准施
策，又要务实管用。检验学习成效的
标准，就是认真办好各方面民生实
事，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维护社
会平安稳定，将高水平推进市域治
理现代化落到实处。

用工作实绩来检验学习贯彻成效
刘越祥

据《宁波日报》报道，自去年 4
月以来，宁波市坚持每季度组织力
量沉到一线调研考察干部，依事业
画像，凭实绩说话，发现使用了一大
批敢争善拼、实绩明显的优秀干部，
也识别调整了一批不作为、不挑担、
不落实、不适应的干部。

党的事业，是广大干部的根本
职责、核心使命，也是他们干事创
业、成长进步的沃土和基石，是具体
的、实在的。只有在事业中评判干部
的忠诚、担当、干净，干部考察才抓
住了“牛鼻子”。我市坚持把干部考
察摆进“六争攻坚”等具体事业中，
注重用事业画像，用实绩说话，更符
合客观、更令人信服。

考察干部，如果仅靠听汇报、看
事迹，就可能以偏概全、失真失察。

考察中，组织部门深入基层一线、工
作现场，更容易了解干部的精神状
态、工作作风、业绩成效。这种深入
一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
绩的考察作风，也能使干部形象立
体真实。

给干部画像的目的，是为选拔
使用干部提供科学依据。考察得准，
用好一个干部，会激励一群人；用人
失察，选错一个干部，则打击一大
片。在依事业画像的基础上，形成靠
事业晋升、凭实绩进步，争干闯“上
场”、庸懒散“下场”，有为者有位、吃
苦者吃香的良好局面，才能激发广
大干部的工作热情，使人才活力竞
相迸发、事业澎湃发展。

选用干部，不能不察。树起依事
业画像的鲜明导向，注重在一线熔炉
中检验真金、淘汰劣币，对干部的成长
是有利的，对党的事业也是有利的。

树起依事业画像的察人导向

吕好玫

今年上半年，有一市民在江
西萍乡市的秋收广场遛狗时，因
为没牵绳出了意外：一名女行人
因受他家狗的惊吓而摔倒，导致
腰椎体压缩性骨折，住院治疗后
还留下了十级伤残。后经法院多
次调解，遛狗者向女行人支付医
药费和诉讼费等 9.1 万元 （12 月
26 日中国经济网）。

遛狗不拴绳致人伤残，赔偿
9.1万元，警示养狗者一定要守规
养狗，文明遛狗；否则，就得为
自己的不规范养狗行为付出代价。

乍一看，该狗并没有攻击、
撕咬、抓挠受伤者，也没有与受
伤者接触，是受伤者因害怕躲避
才摔伤的，与养狗人“无关”。但
其实，被狗惊吓、追赶、扑倒等
行为，一旦造成人员受伤，养狗
者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狗如果直接攻击、撕咬、抓
挠他人，养狗者当然要承担法律
责任；狗如果造成他人非接触性

伤害，养狗者也要承担法律责
任 。《侵 权 责 任 法》 第 78 条 规
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
他人损害，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通则》
第 127 条也规定，饲养的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
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简而言之，
谁不守规矩，谁不规范遛狗，就
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在享
受养狗权利的同时，养狗人还必
须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共道德，做
到文明养狗、文明遛狗，不影响
和伤害他人，不危害社会公共秩
序，不污染社会环境。

事实上，“狗患”就是“人
祸”。要防范“狗患”，关键是要
规范养狗者的养狗行为，不能让
其随心所欲地养狗、遛狗。那么
如何规范呢？除了对养狗者进行
宣传教育外，还必须对不规范遛
狗行为给予重罚，让其付出代
价，敦促其吸取教训，主动自
律，防范“狗患”发生。

遛狗不拴绳致人伤残赔9.1万元
教训值得汲取奚旭初

在 12 月 23 日的全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住建部对明年
楼市调控重申“房住不炒”定位不
变。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新闻稿中连
提 20次“稳”字，坚定调控决心一目
了然（12 月 25 日中新网）。

一口气 20 个“稳”字，掷地
有声。“房住不炒”言简意赅犹如
压舱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稳”字当头如同方向舵，在
这个大背景下，即将到来的 2020
年，楼市调控会出现何种走向？亦
一目了然。面对楼市调控，有些人
总在赌政策松绑，他们一厢情愿地
认定调控不会坚持太久，并且编织
种种“理由”“根据”自欺欺人，
想重温炒房旧梦。

譬如前不久，深圳就有一些二
手房业主利令智昏，捏造事实、散
布谣言、哄抬房价、恶意炒作，其
做法造成了恶劣影响。炒房背离中
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影响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还涉嫌违法违规，被深圳有关
部门以约谈、资格限购、暂停网
签、调查追责等措施予以迎头阻

击。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偏偏忘了
去想：“房住不炒”政策绝非权宜
之计。

炒房结果只有一个，导致房价
畸高，经济“脱实向虚”，造成实
业失血，甚至酿出金融风险。热带
雨林中有一种植物叫森林绞杀者，
它依附在被绞杀的植物上生长，掠
夺养料和水分，最终将后者“绞
杀”。如果把经济生态、社会生态
比作森林，那么“炒房”就是“森
林绞杀者”。“炒房”不仅伤害民
生，而且也是实体经济的“杀手”。

“房住不炒”的指引，其走向只
有一个：房子是住所，不是摇钱树，
于房地产市场则是正本清源——从
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到加快农
民工市民化等多项制度性改革，从
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到培育发
展租赁住房，国家针对房地产市场
出台了诸多利好政策，释放了改革
红利，为房地产业提供了健康发展
的 新 空 间 。 认 真 研 读 “ 房 住 不
炒”，看看深圳“抱团”炒房者的
结局，看看住建部对明年楼市一口
气 20 个“稳”字的重申，那些还
在盼着发炒房财的人，难道还不愿
丢掉幻想吗？

20个“稳”字彰显“房住不炒”

殷国安

12 月 25 日，上海市住建委、市
房管局等 10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的若干意见》正式实施。其中有
不少新亮点：明确加装电梯幢业主
意愿征询通过比例由90%放宽到三
分之二，取消一票否决；政府资金补
贴的最高限额由 24 万元提高到 28
万元；业主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于建设资金（12 月 26 日中国新闻
网）。

什么是加装电梯中的“一票否
决”？就是只要有一户反对，全楼加
装电梯就会受阻。老楼加装电梯是
适应城市老年化要求的民心工程，
可因为一户的反对就受阻，实在很
不像话。所以，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必须扫除加装电梯的障碍，取缔“一
票否决”。现在，上海的最新规定做
到了。

事实上，法律也并没有授予任
何业主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六）规
定，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必须由业主共同决定；第十二条规
定，业主大会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
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
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2/3 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 2/3 以
上的业主同意。这就是说，老楼加装
电梯，只要有两个“三分之二”的同
意，就应该得到批准，就可以施工，
根本不需要 100%的业主同意，一户
反对不能阻挡加装电梯的进程。

当然，如果加装电梯确实损害
了个别底层业主的利益，例如由于

加装电梯，影响到具体业主房产的
采光、通风，或者产生噪声，相关的
业主可以依法维权。对此，法律是这
样规定的。一是，《物业管理条例》第
十二条的第五款规定，“业主大会或
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
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
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二是，按照《物权法》第三章的
规定办事。根据第三十五条“妨害物
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
三十六条“造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
损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修理、重作、
更换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七条

“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
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
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而对于矛盾
如何解决，则应该根据第三十二条

“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
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
决”。

这就是说，个别业主如果认为
加装电梯损害了自己的物权，他不
能阻止经过两个“三分之二”业主通
过的决议，但可以就自己的物权维
护提出赔偿要求，这些要求如果不
能达成协议，可以通过和解、调解、
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最后的途径
就是法院判决，找到解决物权损害
的救济办法。

在赞扬上海做法的时候，笔者
也希望其他地方对加装电梯必须
100%无反对意见的规定予以取消，
从政策源头取缔“一票否决”，把加
装电梯的工作拉回到法律轨道，同
时向全体业主告知，他们可以通过
哪些渠道维权。

加装电梯学上海：取消一票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