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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悟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⑥
卢玉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
开，是我党的一件大事。全会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学习领会好全会精神，需要入心
入脑；贯彻落实好全会精神，需
要立说立行。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
在突出位置。十九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决议》，对此作了全面总结。

从“当家作主人”，到解决
“温饱问题”，再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我们党一直把关注民
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
民生，作为不变初心和神圣职
责。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征程，坚持人民至上，继续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笔者以
为，应把好三个关系。

“干好事”与“事干好”。我

们所干的事情，好不好，不能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要看
群众是不是真心期盼、真诚拥
护。每年年初，各地各部门会
推出许多民生实事，向社会公
布 ， 接 受 监 督 。 这 些 民 生 实
事，对群众来说，都是希望早
日解决的好事。

好事一旦定下来，就要坚决
兑现对群众的承诺。实际工作
中，一些地方部门，本来是在为
群众干好事，但干着干着，有些
工作就走样了。拿老旧小区改造
提升来说，有的小区的外墙、大
门是改造漂亮了，但基础设施和
生活服务设施没有得到多大提
升。也就是说，这些小区改造的
只是“面子”，没改造的却是“里
子”。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充分
听取居民意见，想当然地干了。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在干好
事。但能不能把好事干好，就要
看党员干部能不能站在群众立场
上多想问题、多办事情。否则，
就有可能“好心办了坏事”，群
众不认可。

“大多数”与“极少数”。我
们党从来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
益，始终坚持把“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根本
目的。关注民生，一方面，涉及
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另一方
面，涉及大多数事和极少数事。

对疫情防控、交通出行、小
区物业管理、垃圾分类、城市环
境等大多数群众关注度极高的问
题，当然需要花力气、想办法去
研究解决。同时，对保障性住
房、暴雨天低洼小区内涝、民工
子弟入学等极少数群众亟待改变
的现状，更不能忽视和怠慢。因
为，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迈向现代化，一个也不能掉队。

倘若我们过于强调“大多
数”，就容易对“极少数”产生
麻痹思想、懈怠心理。现实中，
有的党员干部习惯把“极少数”
当作一个筐，只要是自己不想解
决的问题，就定性为“个别现
象”“个别问题”，推卸责任、潦
草处之，甚至视而不见、置之不
理。

“抓当前”与“谋长远”。民
生 改 善 “ 没 有 最 好 ， 只 有 更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资
金支撑。

抓当前，就是要从群众所急
所需所盼入手，兜牢民生底线,
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做好

“加减法”，政府宁可自己过紧
日子、精打细算，也要把更多
钱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刀刃
上、紧要处。继续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持续优化支出
结构，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加大基本
民生保障力度，不断补齐民生
短板。

谋长远，就是要加快推进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不断加强理念创新、制度
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
特别是大力推进基层治理能力
和水平现代化，坚持以社区为
主体，积极引导各方力量因地
制宜参与社区治理，长远考虑
完善社区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建
设，切实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
公里”。

继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陈鸣达

10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关于慈善
的时评文章，列举了慈善事业中“只做不
说”“又做又说”“不说不做”“只说不做”
等类型，将第一类归为圣人，第二类归为
好人，第三类归为凡人，第四类归为小
人。“顺其自然”数十年坚持“坏事不做，
好事不说”，累计捐款 1300多万元，可谓
圣人。

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表达普遍道德规
律和最高行为原则的“绝对命令”告诉人
们：如果行善是有条件的，是为了得到利
益和回报，或做了善事自我标榜，那不是
真正的道德；只有把行善本身视作目的，
只体现为善良意志，与任何利益无关，是
无条件的，绝对的，才是道德的最高境
界。“顺其自然”默默无闻做好事，只奉
献，不张扬，不图名，体现了康德的“绝对
命令”，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

“顺其自然”做好事不说，值得肯定，
值得尊敬。但他（她）不说，并不意味着社
会上对他（她）做好事不说，相反，应该对
他（她）做好事的行为和“好事不说”的境
界大说特说。张弓撰文说：做了好事，自
己不说，让别人去说，这样一种状态比较
正常。

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要说。市慈善
总会应每年将“顺其自然”的捐款数额公
之于众，同时将“顺其自然”的捐款单独
立账，建档立册，用于捐助哪些对象及项
目定期公布，做到善款善用，用到实处，
弘扬正气，接受监督。这样做，对“顺其自
然”是心灵上的慰藉，对广大民众是精神
上的激励，从而使“顺其自然”这一宁波
文明城市的金名片越擦越亮。

肩负舆论引导责任的新闻媒体要
说。令人高兴的是，“顺其自然”的每次出
现，都能引起各级各类媒体的关注，中央
和省、市媒体纷纷报道其善举。这次，本
报时评版连续刊发了张弓的《坏事不做，
好事不说——说说“顺其自然”的初心》
和思萍的《也说“顺其自然”的初心》两篇
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但不能
止于此，媒体应该继续说、经常说，营造
风正气顺的良好社会氛围。

社会普通民众要说。要求每个普通
老百姓像“顺其自然”那样做慈善不现
实，但每个普通老百姓像“顺其自然”那
样“坏事不做，好事不说”，想必不是难
事。思萍在其文中说得好：坏事不应做、
不能做、不许做、不该做、不可做；做好事
不是为了说、不在乎说、不宜自己说、不
必自己说。普通民众若能口常说“坏事不
做，好事不说”，心常思“坏事不做，好事
不说”，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就一
定能够成为一个道德境界高尚的人。

党政领导干部更要说。“坏事不做”
是底线，“好事不说”是境界。领导干部向

“顺其自然”学习，就是要牢记一心为民的
初心，树立功不必在我的胸怀，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做了好事不张扬，有了成绩不自
夸，出了问题敢担责。功过是非由社会公
论，人民评判，历史检验。要防止和避免重
唱功轻做功，重虚功轻实功，做表面文章，
搞形象工程，真正做到取信于民，造福于
民。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不
能让“好事不说”的干部吃亏，让善于表演
标榜的人得益。

愿“坏事不做，好事不说”这句话能
被常说大说，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座右
铭。

“顺其自然”的“好事不说”要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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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钦

镇海区发现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人员后，我市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全面落实Ⅰ级应急响应，全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群众拍手称
快。但在防控过程中，也得防公
共服务“一刀切”懒政思维，别
把防控“经”念歪了。

昨天，笔者因办事发现，位
于民安路的鄞州区青少年宫 （吉
庆宫） 和位于朝晖路的市游泳健
身中心等所属公共停车场，对外

称因疫情原因拒绝任何车辆停
放。周边小区居民停车难现象非
常突出，这些公共停车场原本可
对停车人员的健康码和行程卡进
行联查、测量体温等检查合格后
放行，而不是简单粗暴拒绝车辆
停放，导致群众诟病。

在疫情防控中，类似“一刀
切”的事例并不鲜见。今年春
节前，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
委等部门发文明确表示，“各地
不能擅自加码、层层加码，坚
决不允许‘一刀切’，要给人民
群众多些保障和便利”。日前，

浙江省防控办也“特作说明”：
全省各地不得对来自低风险地
区人员采取层层加码的管控措
施，不得擅自出台“非必要不
离 市 ” 等 限 制 性 措 施 。 动 辄

“一刀切”，简单地限制群众的
种种需求，实为懒政行为。原
本该由自己做的分内工作，却
寄希望由别人来分担，实际上是
一种隐性的不作为。

公共服务设施用公共财政兴
建，属于国有资产。在疫情防控
中，公共停车场服务与青少年宫
培训、游泳服务，完全是两码

事。青少年培训、游泳服务暂停
了，不能就此擅自推论停车服务
也要停。凡事过犹不及。疫情防
控固然该谨小慎微，但更需科学
有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否
则就可能扰乱整个防疫体系，也
给群众心里添堵。

杜绝“一刀切”的懒政思
维，需要有关部门不断融入群
众，多作调查研究，多听民声民
意，真正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考
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
惠民生的实事。

疫情防控切忌公共服务“一刀切”懒政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