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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拟关注话题：求职困惑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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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治理不可“一刀切”
吴 旭

为应对环境检查，如今农村一些地方采取“一刀切”做法，
禁止在乡村河道两侧一定范围内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并将猪
舍鸡舍、鸭舍鹅舍一律拆除，河里的鸭和鹅也被赶上了岸，能
卖的被卖掉，大部分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旱鸭子”“旱鹅子”。

农村河道水面是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保护环
境与发展农村经济不是对立的关系。少数“河长”们下决心治理
水环境时，是否考虑过饲养家畜家禽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否考
察过畜禽粪便也可循环利用为河里鱼儿的饲料？

环境问题往往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这几年，环境治
理力度加大，但个别地方却走了极端，只看到环境问题，却
没看到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养殖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来源，如果整个社会都把养殖企业关掉，都把鸡鸭鹅赶跑，
那么鸡鱼肉蛋等产品的市场供应就会出问题。所以说，解
决农村环境问题，必须科学合理地处理好乡村环境保护与
农民生产生活的关系，努力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
活水平的同时，把乡村环境保护好、治理好。

（作者单位：江苏省沭阳县残联）

这样的“话疗”多多益善
廖卫芳

近日，笔者所在社区举办了“话疗行动，关爱老人”的
大型公益活动，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走进社区
空巢老人家中，陪老人聊天。

眼下，各地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城里的空巢老人相对要
好些，可以参加一些老年协会，大家一起练练书法、下下
棋、打打球。但对于农村空巢老人来说，由于他们的子女常
年在外务工，平时在家里基本上是过着“进屋一盏灯，出门
一把锁”的寂寞生活，连个陪着说说话的人也没有。不少老
人不是宅在家中看电视，就是钻进被窝睡大觉。

其实，空巢老人除了一日三餐要吃饱之外，更需要精神
上的慰藉。有人陪着聊聊天、唠唠嗑就是最好的“解药”。
笔者以为，村两委、社区不妨多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体
活动，比如下棋、看大戏、邻居节等，让空巢老人有机会与
大家聚在一起，通过交流、沟通的方式，化解心中的寂寞。
同时，子女们应尽量抽时间回家看看，隔三岔五地给老人打
打电话，这对老人来说都是一种关爱和温暖。只有全社会都
能心中装着空巢老人，形成帮扶合力，多开展像“话疗”这
样的活动，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会计核算中心）

读者来信热议基层干部苦与乐

近一段时间，经济日报

连续关注基层干部话题，

刊发了系列评论文章，引

起读者强烈反响。广大读

者纷纷来稿来信，讲述自

己或身边人在基层工作的

努力与烦恼。本报特予选

编，以飨读者。

近日，云南省楚雄州一位“80后”、头

发全白的干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记得我爸当年刚退伍回来的时候，

也是一枚意气风发、英俊帅气的“小鲜

肉”。可是，大半生的基层工作，把父亲

磨砺成了一个白发丛生、写满沧桑的“老

腊肉”，有时候不得不染一下头发。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服从分配，

去我们当地最远的一个乡镇工作。当

时，去那里要坐三四个小时的汽车，且

一天只有一趟车。直到现在，我对于那

个山清水秀却十分贫穷的地方还有很多

记忆：午休醒来发现房间有蛇，被吓得

一身冷汗；晚上大多数人在公共休息室

看电视，可作为文书的父亲却常常在堆

满一沓沓文件的桌上伏案写材料，仿佛

永远也写不完；有时候，带着队员去下

村收税，还会遇到彪悍的“老俵”扛着

竹竿追打……

有一年年底，在一次罚款追缴工作

中，镇上抓到一名常年出去躲罚款的“老

俵”，这名“老俵”身上只有 600 元钱。在

我爸的建议下，当场只收了他 300 元钱，

远不够罚款数额。我爸后来告诉我，乡

亲们都不容易，留给他 300 元钱，或许还

能过个年。可见，基层干部们并没有机

械地工作，总在尽力寻求完成本职工作

和保障群众生活之间的平衡。

在我家经济最艰难的时候，父亲单

位发不出工资，曾经连续3个月只发300

元钱的生活费。因为在我的成长中，父

亲照顾较少，所以我与父亲一直比较疏

离，他对我也一直心有愧疚。直到我读

高中时，组织上将我爸调到附近乡镇。

突然间可以天天看到父亲了，我当时还

适应了一段时间。

环境恶劣、琐事缠身、工作繁重、

远离家人……那些基层工作的难，绝对

不是那些“吃瓜群众”和“键盘侠”可

以想象得到的。很多基层干部怀着满腔

热情和理想，想靠自己的大脑和双手去

改变和改善身边的世界。基层干部们把

青春和汗水播撒在了深山密林之中，理

应得到社会对他们价值的认可和赞许。

（作者单位：江西遂川县左安中学）

笔者是一名基层工作人员，亲身体
会基层干部的滋味，触动很深且感动万
分。我所在的街道共有 8 个社区 26 个
居委会，工作千头万绪，忙起来“连轴
转”也是常有的事。全体干部下沉社
区，盯靠一线，顶烈日战寒冬，兢兢业
业，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舍小家顾大
家，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百姓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关心和爱护
广大基层干部，要把严格管理和热情关
心结合起来，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和成长条件，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作为、敢于
担当，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

笔者认为，对于基层干部既要严管
也要厚爱。在举起“问责利剑”的同时，
也应俯下身子对基层工作多一些了解，
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就问责，只会寒了那

些负责任干部的心，耽误了工作开展。
严格管理与热情关心相结合，要求

各级部门对基层干部在工作上多些理解
和支持，生活上多些关爱和照顾。对于
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既要帮
助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也要给予他
们充分的理解。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上
级领导和各级党组织要多指点，多补
台，多鼓励，充分肯定基层干部干事创
业的主动性，大力支持基层干部探索创
新的积极性。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热情
帮助，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放手干事业，为他们搭建平台，让他们
担重任，唱主角。只有支持基层干部、
爱护基层干部，基层的各项工作才能开
展得更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市东街道卫计办）

目前，一些地区针对基层工作的检
查存在“四多”问题，即名目多、内容
多、层次多、频次多。名目繁多、接二
连三的检查以及由此跟进的问责等，使
一些乡镇干部工作重心发生改变，“迎
检”成了大事，宁可放下手头实质性工
作，也要做好迎接检查的各种材料准
备，不得不在“务虚”方面多做文章。
同时，某些地方的检查组侧重查看资
料，实地检查较少，这种倾向更催生了
一些乡镇干部“务虚”行为。

为促进乡镇工作有序开展，针对乡
镇干部开展高质量、高效率检查是必要
的。但是，检查过多过滥就可能是形式
主义的表现，会给乡镇正常工作造成干
扰，也是一种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这
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并采
取切实措施加以治理。

笔者建议，一是科学设计和设定检
查，减少一般性检查，不搞无关紧要的
检查，强化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
检查更加精准有效；二是有关部门要统
筹针对乡镇及乡镇干部的检查，可以尝
试“并联”式检查，减少检查频次，减
轻乡镇干部“迎检”压力，给乡镇干部
开展实质性工作腾出更多时间；三是把
检查与指导、服务乡镇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不是为了检查而检查，而是通过有
针对性的精准检查，促进乡镇改进和提
升工作，使乡镇干部在“迎检”中增强
工作动力，激发乡镇干部担当作为、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此增强检
查的深度和温度，让检查更具说服力和
引导力，这样的检查才有实际意义，乡
镇干部“迎检”才有价值。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档案局）

时下，在个别地方和单位，“文山
会海”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基层干部被
名目繁多的会议“绑架”，很多双休日
也不消停，弄得身心疲惫，几乎没有时
间和精力搞调研、抓落实。

召开会议是部署推动工作的必要方
式，但会议过多过滥，会导致工作效率
下降，形式主义抬头。现实中，有些地
方对待工作不分轻重缓急，动不动就开
会，似乎不开会就推动不了工作、解决
不了实际问题。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每
次开会都要求下级部门或单位的“一把
手”参加，不来的话就会被认为“不重
视”，甚至还会挨批评、被通报，一些
基层领导干部对此抱怨颇多。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精简会议活
动，切实改进会风，防止铺张浪费。然
而，“文山会海”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单

位却有死灰复燃之势。究其原因，还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即“开会才
算重视，发文就是落实”的老毛病未能根
治。会风连着党风、政风和社风。消除

“文山会海”，做到精简会议、减少发文，
一应加强作风建设，强化监督和制度约
束。上级党委和政府要带好头，给下级
的会议数量定下个硬杠杠，督促其少开
会、开短会、努力提高会议质量。二应健
全和完善管理体系，不以召开会议、下发
文件数量多少作为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
指标，要建立以办了多少实事、获得多
少实效、群众是否满意为主要内容的考
核评价制度。只有让广大干部从“会
海”里跳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
基层多办实事，才有利于在实践中展现
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服务宗旨。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办公厅）

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任务的推进
和干部工作作风建设的加强，在一些地
方，上级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多，检查布
置工作多，报表多会议多。“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为了完成这些工作，很多
基层干部经常是周六“保证不休息”、周
日“休息没保证”，加班加点成了常事。

根据笔者的调查，出现这一问题有
四方面原因。一是有些地方上级部门布
置工作要求多，完成时间紧，基层干部只
能加班才能完成；二是重复检查多，有时
一天来好几个检查组，下级单位自然要
准备相关汇报材料；三是各方面报表多，
有些地方上级部门想要某些数据，就发
通知让下级尽快上报，基层为了做报表
工作，经常加班加点；四是少数领导干部
有时会利用双休日下基层检查工作，没
有考虑到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说，为基层干部减负，应成为有
关地方必须研究的一个课题，并形成相
应制度。首先，上级部门布置工作时要
考虑基层的工作难度，留下充足的时间
让基层干部去完成。其次，到基层的各
项工作检查或调研，要有目的、有方案、
有时间安排，不能随意去，更不能走马观
花式转一圈，既干扰基层工作，又形成不
了调研成果。再次，应减少、合并或统一
相关工作报表。上级部门在制定工作报
表时应讲究科学性，加强部门间的交流
与协调，最好做到一个报表多方使用，不
得随意增加报表种类。最后，应多关心
基层干部的生活，对基层干部住房、孩子
上学、配偶工作等生活问题多关心，在不
违反原则和政策的前提下尽量帮助解
决，解除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局原平工务段）

父亲在基层工作了大半生
李书哲

用制度为基层干部减负
周怀生

莫让干部困在各类“迎检”中
王宗征

防止文山会海卷土重来
许贵元

严格管理与热情关心相结合
张建芳

图① 7月31日，福建永泰县盘谷乡纪检干部在精准扶贫户方来修（右三）家了解帮扶脱贫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图② 10月23日，河北迁安市提铃寨村党支部副书记李飞燕在村里“爱心公益小课堂”为学生辅导功课。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图③ 4月10日，江西新余市渝水区新溪乡环卫所所长刘志俊（左）和村干部一起帮助泗溪村村民搬家乔迁新居。 赵春亮摄

2017 年 12 月份，作者的父亲李新

生正在帮助大山深处的移民贫困户搬

进安置房。 （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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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洁供暖到精准供暖
王征宇

近些年，随着各地加大环境污染整治力度，一些小锅炉逐
渐被取缔，北方更多地区逐渐改成更清洁的燃气供暖，空气质
量逐渐变好。在欣喜的同时，人们也应反思一下自己：我们是
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供暖？空气质量能否变得更好？

以往冬季供暖时，空气污染整治一般是从供给侧入手，要
么是供暖企业提高燃煤效率，要么是使用清洁能源，让居民使
用无烟煤，但需求端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在供暖燃料所提供
的热量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在无意中浪费了，比如上班后
空旷的居室，夜晚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教室等。

现在，社会日益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
式。具体到冬季供暖上，个人用户应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需
求自主调低过高的室内温度，调低上班后家里的温度、夜晚睡
眠时客厅与厨房的温度。单位用户则可降低无人使用的房间
温度、夜晚办公室的温度。结合智能技术，用户甚至可以用手
机来设置所需用暖。完善相关设计，按照用户实际用暖量缴
纳取暖费，通过供暖与用暖的有效衔接，做到精确供暖。

用暖量的减少，最终将反映到燃料消耗量减少以及空气
污染程度减轻上。这不仅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且能提高
用户的舒适度，降低用户的用热成本。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11月 13日，在石家庄市长安区某小区，工作人员

展示室温采集装置。 梁子栋摄 （新华社发）

日前，供暖管道检修工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

街一处检测井作业。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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