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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在年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拉满弓”“上满弦”，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迎难而上、
知难而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度，用实际行动
交出“全年精彩”的内蒙古答卷

轧机轰鸣，火红的钢坯在上千米长的万能轧
钢生产线上被挤压延长，反复轧制成一根根高速
钢轨；煤基新材料及生物可降解材料项目建设现
场，塔吊耸立、车辆穿梭，工人加紧作业、有序施
工；“小田并大田”，兴安盟高标准农田整区域推
进试点加速建设；百万千瓦级风储基地落户阿鲁
科尔沁，新能源追“新”逐“绿”……立冬后的祖国
北疆，天气愈加寒冷。然而，内蒙古大地上，处处
是忙冬景象，马不停蹄抢工期赶进度，铆足干劲
忙生产谋突破，加快发展、大抓发展的热潮一浪
高过一浪。

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聚力办好两
件大事，锚定实现闯新路、进中游目标，真抓实干、
大抓发展，解困化险、攻坚克难，经济运行总体向
上向好、稳中快进优进，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
了坚实基础。一年奔跑，冲刺在即。四季度是定
全年、保全局的收官阶段，也是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对
稳定经济大盘、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至关重要。全
区上下要增强抢位发展的意识，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一刻也耽误不起”的紧迫感，乘势
而上、加压奋进，拿出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
措，全力冲刺四季度，坚决打好全年收官战。

冲刺四季度、打好收官战，必须坚定信心，目
标再聚焦、重点再突破。经济复苏、政策叠加、通
道畅通，一条条生产线有序运行，一份份订单按
期交付，一个个建设场面热火朝天……落实的效
率、发展的节奏加速攀升，为打好收官战注入底
气和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冲刺并不是平均用

力，更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要聚焦重点、集中
力量、加大攻势。各地要在落实好全区重点工作
推进会安排部署的同时，着力在扬优势、补短板、
提信心、抓重点上下功夫。以时不我待的劲头推
进新能源建设，想方设法扩大绿电应用、加快绿电
替代、增加绿电负荷，充分发挥稀土战略资源等长
板优势，争分夺秒补齐第三产业、消费和创新等短
板弱项，推动各项重点工作提标提速提效。

冲刺四季度、打好收官战，必须只争朝夕，工
作再提速、作风再锤炼。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
距年底完成全年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全区上下
要树立“抢”的意识、拿出“争”的行动，紧盯国务

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落实，按下快进键、跑出加
速度，把支持事项一个不落地往实抓、把涉及项
目一步不落地往前赶。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保
持拼搏实干的优良作风，开足马力、提速冲刺，变
冬闲、冬休、冬懒为冬忙、冬动、冬战，打好项目建
设“夺隘战”、招商引资“突击战”、民生“保卫战”
和“三北”工程攻坚战，把“力争实现”变为“确保
完成”，把“确保完成”变成“超额完成”，尽最大努
力、挖最大潜力、争最好结果。

勇攀高峰，最吃劲的是登顶时刻；接力奔跑，
最关键的是冲刺阶段。在年底所剩不多的时间
里，让我们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拉满弓”“上满弦”，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决胜
全年度，用实际行动交出“全年精彩”的内蒙古答
卷，为明年发展夯基垒土。

用实际行动交出“全年精彩”答卷
◎哈丽琴

“四下基层”是开展第二批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 题 教 育 的 重 要 抓
手。“四下基层”具体是指宣传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
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
公下基层。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
和重要支撑，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
第一线和最前沿，基层工作做得好
不好，直接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执政根基及广大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第二批主题教育涉及
的范围更广、受众更多，更加贴合
基层、直面群众。党员干部必须紧
紧牵住基层这个“牛鼻子”，深入基
层一线，了解基层群众需求动向，
掌握基层真实发展状况，心里多想
百姓、脚底多沾泥土、收集第一手
资料，在基层一线找问题、在基层

一线破难题、在基层一线抓落实，
才能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向前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
忙于闭门“务虚”，长期困在“文山
会海”的泥潭里，腾不出时间到基
层搞调研、办实事。空谈百次不如
身至一次，党员干部不深入基层，
就得不到实情；得不到实情，就只
能“吃别人嚼过的馍”，很难作出正
确且适用的决策；决策不准确，工
作成效就会大打折扣，人民群众就
会不满意，甚至还会影响党员干部
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其危害

不容小觑。
走出“文山会海”，还须多下基

层“晾”“晒”。“晾晾”书卷气，“晒晒”
机关味，多说群众话、多进群众门。
到基层“晾”“晒”，就要切实摒弃平
日里“坐机关听报告”式的调研方
式，不搞繁文缛节、不搞表面文章，
也不论排场，到农村牧区、工厂车
间、田间地头，带着真情实感与耐心
执着拜人民群众为师，真正坐下来
和群众拉拉家常、唠唠闲嗑，把最真
实、最宝贵的声音带回去。充分尊
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学点“农家

事”，说说“土方言”，拉近与群众的
距离，了解和感受群众家长里短、柴
米油盐背后的真实诉求，把“冒着热
气”的鲜活经验运用起来，在实践中
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路径，实现由

“开会议看资料”“看材料写报告”向
“下基层探实情”“办实事解难题”的
转变，切实提高应对复杂问题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广大党员干部要厚植为民情
怀、挺起担当脊梁、迈稳实干步伐，
把“四下基层”作为密切联系群众、
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法宝，
作为落实工作、为民办事的有力抓
手，作为固本强基、锤炼干部的有
效手段，做到发现问题在基层、化
解矛盾在基层、锤炼本领在一线，
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群
众的“幸福指数”，以优良的作风赢
得群众口碑和信任。

【来论】

走出“文山会海” 坚持“四下基层”
◎孙娅楠

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
动健康到生活美学，有的课程甚至

“60 秒内全部抢光”……近段时间，
年轻人“下班上夜校”的夜生活方
式在社交媒体中频繁“出圈”。

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上夜校，原
因不尽相同。有人看中价格亲民、
物有所值；有人则是为了培养兴趣
爱好，填补儿时遗憾；还有人希望
通过多样化的课程提升专业技能，
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充电。这些热
情 和 需 求 ，彰 显 了 年 轻 人 拓 宽 视
野、丰富生活的渴望，也体现了终
身学习和自我提升的需求。

过去，教育往往被视为一段有
限的学习经历，随着毕业而告一段
落。如今，教育已经演变为终身课
题 ，是 每 个 人 不 断 成 长 的 内 在 需
求。从这一角度来看，夜校在许多
城市再次兴起，不仅仅是提供了一
个学习场所，更成为终身学习的“资
源中心”，为年轻人提供了触手可及

的学习资源，极大降低了他们获取
知识和技能的门槛，成为年轻人自
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不同于专业技术技能培
训，夜校所提供的大多数课程不能直
接应用于功利目的，更多地被视为一
种“无用之用”。这种现象背后，是人
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意识到，学
习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份工作或
是实现经济上的成功，而是深度探索
精神生活，不断拓展眼界、丰富思维，
追求知识、追寻智慧，并与志同道合
的人分享交流。这种对终身学习理
念的认同，体现了当代年轻人对个人
成长的追求。

日趋升温的“夜校热”，也面临
着“供不应求”痛点，呼唤着社会各
界给予足够的支持。无论是制定
政策、搭建舞台，还是优化环境、升
级服务，都该为这些寻求“无用之
用”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让 丰 富 的 教 育 资 源 为 更 多 人 享
用。政府要整合既有资源，增加有
效供给，引进各类主体成为课程的
供应商和服务商，同时也要严把审
核关，杜绝资质低劣、服务失范的
市场主体“扎堆”而上，破坏来之不
易的“夜校生态”，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欣喜于越来越多人的学
习 兴 趣 和 热 情 被 点 燃 ，但 也 要 注

意，有一些群体将夜校当作廉价的
“兴趣试错班”，“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上几节课后就丧失兴趣、半途
而 弃 ，实 则 造 成 了 有 限 资 源 的 浪
费。这也表明，想办好这项民生大
事、实事，需要各方同向发力、用心
维护。相关方面应该倡导社会公众
将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常态，
充分了解人们的学习需求，丰富教
育资源，创造更优质的学习条件。
同时也要让年轻人意识到只有长期
坚持，才能在夜校的学习中放松身
心、陶冶情趣，觅得良师益友。

夜校的火热“出圈”是学习型
社会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从更广
阔的意义上讲，整个社会都应以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姿态，为增加知
识的供给、拓宽文明的维度、提升
社会的温度协力同行。期待夜校
在未来迸发更多可能，满足人们的
学习需求，推动整个社会向着更加
文明进步的方向迈进。

【洞见】

让夜校成为终身学习“补给站”
◎孔德淇

【一家言】

■画里有话

工作忙无头绪、做事贪多求全、材料长
篇累牍……现实中，不少干部不懂得化繁为
简，一天下来总有各种“忙不完”的事，不得
章法、顾此失彼，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沼”而
不自知，看似“忙忙然”，实则“茫茫然”。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如果不分轻重主
次，不抓大事，机械做事，只埋头于日常琐碎
事务，极易滋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仅
个人工作毫无起色，更会贻误发展机遇，侵
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要想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系统思维，
突出问题导向，善于总结思考，在应对繁琐
事务工作中积极求变，在头绪众多、纷繁复
杂的事务中剔去浮华、除去繁冗，最大限度
利用时间和精力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任何事物发展都
有自身规律，抓住其中重点环节就能提纲挈
领，纲举目张，使问题迎刃而解。化繁为简，就
是要学会站在全局角度思考，认真研究工作规
律，把握工作实际，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跳
出岗位看岗位，抓住工作的主要矛盾，找准矛
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以重点突破带
动全面提升，从而不断提高本职工作的水平，
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化繁为简，就是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调查研究和解决
问题、改善民生和促进高质量发展上，切实
把调研中梳理的问题、形成的思路、总结的
经验，及时转化为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办
法和举措，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集中精力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
实实在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发展开创新
局，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让工作成果更好
惠及人民群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善于把繁杂问题简单化、条理化，对于
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提升工作效
率，推进作风革命 、效能革命具有重要意
义。党员干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结果导向相统一，学会在工作、生活中化繁
为简、去繁就简，说话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做事直奔主题、直击要害，不拖泥带水，在处
理复杂敏感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因人、因事、因时施策，精确制导，不达目
的不罢休，不见成效不撒手，充分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形成想作为、
敢作为、善作为的良好氛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将负担
“减”下去，把效能“提”上来，把心思集中到
想干事上，把精力投入到干实事上，把目标
锁定到干成事上，轻装前行、心念专注，迎难
而上、久久为功，如此，才能向党和人民交上
合格答卷。

善于化繁为简
◎李志泽

当前，不少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
商品后，部分配送员在派送快递包裹时，以各
种理由拒绝送货上门或直接交付到代收点。
有律师表示，此举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还应承担造成快递丢失、毁损的责任。

当前，网购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
购物方式，但不少消费者也经常遇到家中
无人收快递的尴尬。快递代收点或智能快
递柜作为末端投递服务的创新方式，其作
用越来越明显，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投递方
式，且提供 24 小时自助取件等服务，大大
提高了快递员的送件效率。快递代收点或
智能快递柜已成为很多小区的标配，当收
件人不在家时，快件被投放到快递代收点
或智能快递柜，确实帮助很多用户解决了
收件问题。

但很多经常网购的消费者发现，自打有
了快递代收点或智能快递柜后，越来越多的
快递员未经收件人同意，直接把快递放到快
递代收点或智能快递柜，之后通过短信告
知，而非送货上门。

不经收件人同意，就把快递放入快递
代收点或智能快递柜，这让收件人不得不
下楼自取，对于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也
是一个负担。还有一些地方的快递柜公司
从起初向快递公司单向收取寄存费，后逐渐
开启“双向收费”，在向快递公司收取一部分
费用的同时，面向消费者收取寄存费和逾期
管理费，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收取
了费用。

《快递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
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
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诚
然，随着快递业的飞速发展，如果按照之前
挨家挨户投递的方式，一位快递员每天要投
递数百件的快递，根本忙不过来，可能会耽
误投递速度，增加投递成本。快递投放到快
递代收点或智能快递柜，客户上下班时顺手
拿一下，于人于己都方便，可谓一举多得。
但快递是否投放到快递代收点或智能快递
柜，必须经得收件人同意。对民众来说，是
否愿意让快递员把包裹投放在快递代收点
或智能快递柜，不应该由快递企业决定，民
众应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快递的“最后一公里”有了快递代收点
或智能快递柜，快递员和收件人双方不必非
要见面，只需电话联系即可，既方便又安
全。但是，必须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也应该得到尊重。只有相
互尊重，相互体谅，才能减少快递公司、代收
点、快递柜企业、客户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
和矛盾，保证快递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快 递 放 代 收 点
应征得收件人同意

◎胡建兵

【街谈】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计划提出，到 2025年，国内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合理
增长、品质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发 王威 作前景展望

【出处】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原典】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
飘转沉塘坳。……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
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
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
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
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释义】
杜甫这首歌行体古诗作于唐肃宗上

元二年（761年）秋八月。“安史之乱”中，
杜甫一家历经坎坷辗转来到成都，在西
郊浣花溪边盖起一座草堂，有了栖身之
所。不料，怒号的秋风卷走了草堂上的
茅草，夜间一场暴风雨又袭击了他的茅
屋，弄得屋漏床湿。运途多舛、衰老贫困
的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这首感人
至深的不朽诗篇。

这首诗最为撼人心魄的就是“安得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把
诗人心忧苍生的博大胸襟表现得淋漓尽
致，被后人所广为传诵。庇：遮护。寒
士：贫寒之人。全句表现了美好理想与
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面对着“床头屋
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苦难处
境，诗人没有仅仅哀叹自己的遭遇，而是
推己及人，希望“天下寒士”都能免受其
苦，哪怕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表达
了宁苦自身以利众生的济世情怀。

诗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与伟大的
献身精神，并不是一时之勇，而是作为一
名读书人的坚守。年少的壮志依旧留守
心中，即使身处苦难，也始终未曾忘却。
苏轼曾言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说他“一
夜未尝忘民”，十分贴切。

【启悟】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从屈

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从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
辞辛苦出山林”，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古往今来，一代代仁人志士
心系百姓、情系人民，为百姓安危殚精竭
虑、奔走呼号，为人民幸福矢志不渝、接
续奋斗。

心中有民方能一心为民。怎样把以
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如何将人
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化为行动？关键是要
心里装着百姓安危冷暖，倾情解决百姓
急难愁盼，将执政为民落实在一件一件
的实事中。这些实事，既体现于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大事”，也
体现在衣食住行、水气电暖等与老百姓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

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
是老百姓的“幸福梦”。如今，杜甫“安得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憧
憬，早已成为现实，老百姓住得越来越宽
敞，过得越来越舒心。不仅如此，从打赢
脱贫攻坚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深入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从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到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民生福祉不断增加，百姓幸福感
成色越来越足。

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广大党员干部尤需常怀忧民之
情、勇担为民之责、多行利民之举，更加
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让人民生活
得更美好。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
待，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用心用情用
力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以“辛苦指
数”换群众的“幸福指数”，凭为民之实得
百姓之心。 （哈丽琴）

安 得 广 厦 千 万 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