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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为了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近期，阅读了《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
厦门》《习近平在宁德》《知之深，爱之切》
《摆脱贫困》等文献，收获了深刻的启迪。
这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

人民至上，是最核心的执政理念。
《习近平在宁德》一书记述了习近平同志
三次去寿宁县下党乡的经历。这个乡是
省级特困乡，也是福建唯一的“五无乡”：
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
入、无政府办公场所。这是习近平一辈子
都忘不了的地方，他说：“下党乡不摆脱贫
困，我们就愧对父老乡亲。”这是人民至
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最深刻的解读。

为什么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因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牢

记初心和使命，必须坚持一心为民，归根
到底是为了造福人民。

人民至上，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
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在《知
之深，爱之切》中，习近平同志有一段告别
梁家河时的感人回忆：“陕北人民养育了
我，保护了我。我虽然告别了陕北的父老
兄弟，但再也离不开人民，我要为人民做
事情，要同人民唱一曲悠扬的‘农家乐’。”

“我要为人民做事情。”这就是为什
么人的问题，彰显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
求。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

“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到“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彰显了我们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至上，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习近平在宁德》一书详细记述了习近平同
志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他倡导“四下基
层”（即信访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
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
下基层要学会看“三面”：田面，看田头地头
种什么庄稼，庄稼长得怎么样；人面，看群
众的精神面貌，如果面黄肌瘦，说明生活条
件不好；市面，看集市是否活跃，物价高不
高。调研中要“三看”：看路面，村里道路是
否平整干净，村容村貌怎么样；看屋面，群
众住得怎么样，家庭条件怎么样；看桌面，
看看老百姓吃什么。

对群众基本生活的牵挂，折射出
习近平同志深厚的为民情怀，也就是
说，要用心用情为群众服务。什么叫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就是要把
老百姓放在最高位置上，始终保持“时
时放心不下”的自觉，始终怀有爱民为

民的情怀，用实际行动让人民信赖、让
人民满意。

人民至上，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
绩。《习近平在厦门》一书反映了习近平同
志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习近平同志说：“对
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
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
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

“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他在
《摆脱贫困》中提出为官“四要”：为官之本，
在于造福人民；为官之理，在于奉献；为官
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要
提高领导水平，就要眼睛向下，善于从群众
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直白点说，
就是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正确政绩
观的养成，一靠学习提高，二靠实践磨炼，
这是基本途径。

心连百姓冷暖 情系万家忧乐
□江坪

（转自《浙江日报》）

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用语，
叫做“云上的日子”。

所谓“云”，就是借助互联网存在
的一个虚拟空间。疫情影响期间，人
们忽然发现，宅在家里的日子，也可
以有诗与远方。李子柒式的田园牧
歌让人在安享个人空间的同时，回归
生活的质朴。短视频平台上的“云旅
游”，让人在代入共情的过程中，从他
人视角看世界。

生活的惯性，让人平静也让人厌
倦，所以我们总向往“生活在别处”，

远离尘嚣的乡野、灵动多样的山水让
人暂别压力、放松自我。但是去往远
方既需要精力、也需要金钱，并不是
那么容易实现，所以那些慢综艺、视
频博主设置的“虚拟情景”，让我们通
过屏幕抵达了不曾到过的远方。

我们期待什么样的生活，往往是
因为我们缺少什么样的生活，愿望是
现实另一种形式的投射。当人们沉
溺于“云端”时，就是想在庸常中寻找
精彩。“云上的日子”再多姿多彩，那
毕竟是短暂的碎片时间，作为生活的

调剂品，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忽略现实生活的真实
风景。“云音乐会”再热情澎湃，终究
缺少了现场互动的震撼；“云购物”固
然方便快捷，但是我们也需要市场上
那份炙热的人间烟火气；“云聚会”自
在随心，却不如三两好友促膝而谈。

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从网络中
有丰盛的获得感，却不应该被网络绑
架。“云上的日子”是我们探求未知、
延伸视角、观照内心的有益补充，但
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沉溺于虚拟世界，

忘记了融入现实的生活。
海子有一句诗，“从明天起，做一

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人生
的意义永远根植于现实的土地。尽
管与“云上的日子”相比，现实总是有
黯淡、枯燥、无趣的一面，但它同样也
活色生香、生动有趣。我们要以积
极、诗意的心态去面对它，关注身边
事、关爱身边人，认真工作、努力生
活。只有我们赋予生活以意义，生活
才会给予我们回报。

不妨让生活下“云端”
□林深

8月23日，7岁孩子小勋勋的母亲
因突发脑溢血离世，她的家人在省红
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签
署了器官捐献意愿书，志愿捐献眼角
膜、肾脏和肝脏。媒体报道的这一感
人新闻近日又有后续，两家爱心企业
决定出资，为小勋勋铺就上学路。善
举有接力，爱心走得远，这无疑是令
人欣慰的。

德不孤，必有邻。小勋勋一家人
的无私善举感动着全社会，大家纷纷
以不同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心。妙
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决定资助小勋
勋义务教育期间所需的学习费用，每
年1万元，连续9年；浙江东润海运有
限公司决定资助小勋勋一家6万元。
这两家企业还表示，如果以后小勋勋

继续深造，他们也会跟进，直至其完
成学业。小勋勋求学无忧无虑是对
离世母亲的最好慰藉，而好人有好报
的爱心延续更是涵养正能量的最好
温床。

应该说，在任何时代、任何社
会，都会出现无私无畏的好人、大义
凛然的善举。但因社会风气不同、
核心价值观不同，同样的好人和善
举却会导致不同的舆论反响和社会
效果。比如，有的如昙花一现，虽然
惊艳无比却难以持久；有的如星星
之火，一经点燃就会形成燎原之
势。普陀涌现人体器官捐献的凡人
义举，既是偶然事件，也是必然趋
势。因为善举有接力，爱心必能走
得远。

曾记否，2012年5月13日，13岁
普陀女孩夏晨萱成为全市首例人体
器官捐献者。此事经媒体报道引起
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激起了从善如
流的爱心喷涌，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
的志愿者明显增加。为了弘扬爱心
义举，普陀区红十字会当月就设立了

“红十字博爱新生基金”。夏晨萱的
身后一直不乏追随者，小勋勋一家就
是受前不久刚刚捐献器官的7岁男孩
余东臻的影响，成为我市第20例人体
器官捐献者。

可见，社会文明进步是一场众
志成城的接力赛。假如没有从善如
流的接棒者，单凭偶尔冒出的个把
尖子选手，跑得再快又怎能跑赢全
场？善举有人接力、有人喝彩，爱心

才能源远流长，汇流成海。人体器
官捐献是如此，其他正义之举也是
如此。路见不平一声吼固然重要，
但假如无人响应、无人相助，正气又
怎能压倒邪气。在普陀，之所以慈
善救助一呼百应，见义勇为层出不
穷，就是因为社会空气中涌动着无
穷的正能量。现在，两家企业出资
为小勋勋铺就上学路，同样接过了
善举的接力棒。

经过三年创城，普陀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而相比于种种有形的变
化，无形的人心之变显然更为难
得。随着广大市民文明素养的提
升，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已成为社会
常态。善举有接力，爱心走得远，我
们的城市一定会越来越好。

善举有接力 爱心走得远
□月湖

开学伊始，我区各所幼儿园纷
纷开展了以“光盘行动”为主题的
教育活动，培养孩子良好的就餐
习惯。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
一首许多孩子都谙熟于心的古诗，但
是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都是只
见盘中餐，不见汗滴禾下土，所谓农民
劳作的辛苦，大都还停留在概念当中。

如何让孩子在生动的生活情境
中体会到盘中餐的来之不易，这需
要贴近孩子心理特色的灵动教育。
一方面，现在的孩子未曾历经生活

的磨砺，惜物的观念比较淡薄，另一
方面，他们又从小具有较为强烈的
独立自主意识，天然对灌输式的教
育有免疫力，他们更愿意用自己能
接受能理解的方式去探知传统理
念，如果我们采用强制或管教的方
式，反倒容易引起逆反心理，效果也
未必见得好。

最近，江西一女校长“当面吃光
学生剩饭”的视频上了热搜，但是这
种“身体力行”却引发了争议与讨
论，关键就在于，教育也需要与时俱
进，每一代的孩子有每一代的时代

特性，我们在追求教育效果的同时，
更要寻找更合适的教育途径。而且
客观讲，今时今日，我们重提“节约
粮食”这个理念，那也与几十年前物
质极度匮乏时代有了截然不同的意
义。对于生活在物质充裕年代的新
生一代来说，我们要教育他们在科
学合理、适度量力享受美好生活的
同时，懂得拥有的不易，懂得浪费的
可惜。

沈家门幼儿园让孩子成为小小
宣传员；朱家尖幼儿园让孩子通过认
知米制品，感知农民种植的辛苦，就

是让孩子在主动参与、快乐学习中自
然感受“粒粒皆辛苦”。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认真吃完每一
顿饭，说起来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
事，但勤俭节约就应该从一桩桩一件
件的小事做起。自古以来，勤俭节约
不仅是关系个人生活习惯和道德品
行的小事，更是关乎社会风气和家国
兴衰的大事。学校除了要好好研究
教育的方法论，还要在饭菜质量上精
益求精，让学生们舍不得浪费、不愿
意浪费。

“粒粒皆辛苦”要入脑更要入心
□子陌

劝导适量点菜、避免浪费，推出海鲜拼盘、杂鱼拼
盘，让顾客尽量品尝到各种美味……在沈家门海鲜夜排
档、千岛海鲜美食广场等地，崇尚节约正成为一些摊主
的自觉行动。文明餐桌更能弘扬美食文化、吸引八方来
客，希望广大食客都能从善如流，参与其中，共同打响
普陀海鲜节约品牌。

经过多年打造的沈家门海鲜夜排档早已成为普陀
的一张靓丽名片，眼下的旅游旺季更是食客如云。规模
越大、名声越响，责任也就越重。全社会正在崇尚节
约、反对浪费，普陀海鲜不仅要有好味道，还要传播正
能量。假如说沈家门海鲜夜排档是普陀的一个文明窗
口，那些主动提供小份菜、拼盘菜，提醒食客少点菜的
摊主，展示的就是普陀形象、普陀品牌。

面对如云游客，海鲜排档能否流行节约风，摊主的
素质是关键。这是因为许多外地游客在点海鲜时不懂
搭配、不知轻重，点多了吃不完，打包也不方便，这就需
要摊主帮忙精准参谋，把好点菜关，这样食客就能吃得
好、吃得光，从而通过光盘行动厉行节约。普陀的海鲜
排档原本已明码标价，再积极主动地引导食客参与光盘
行动，厉行节约，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不
容易，才更显出诚信经营的纯朴风气。

食客点得越多，摊主就赚得越多，这原本是显而易见
的生意经。但正如沈家门海鲜夜排档64号摊主陈娜所
说，每次看到满桌剩菜就会觉得心疼。普陀人最懂海洋
资源的宝贵、渔民兄弟的艰辛，深知美味海鲜来之不易。
有了这样的善念，也就不难处理“利”与“义”的关系。

厉行节约固然好，但摊主会因此减少收入，怎能推
广开来？这个问题，还得从长计议。经验告诉我们，诚
信经营不但不会吃亏，还会让生意越来越好。而一旦失
去良知、失去诚信，即使一夜暴富也是难有善终的。几
年前，一只天价的“青岛大虾”，不就毁过“好客山东”
吗？每一位经营者都要以此为鉴。普陀海鲜要的不是
一锤子买卖，而是天长日久的生意兴隆。节约品牌正是
一块金字招牌，必定会吸引食客纷至沓来并放心消费。
如此细水长流，显然好过暴殄天物的一时挥霍。

打响普陀海鲜节约品牌，海鲜排档要发挥好窗口作
用，每一家餐饮店、每一位普陀人同样责无旁贷。普陀
向来有好客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好客不等
于浪费，大方不等于挥霍，恰到好处才是待客之道，也
显文明素养。全社会共同努力，方能形成节约风尚、提
升城市文明。

打响普陀海鲜节约品牌
□白鹭

去年，我市创新实施“银龄”讲学支援海岛学校计
划，面向全国招募一批退休优秀教师到离岛中小学任
教，让富有教学经验、初心不改的优秀教师到海岛学校
继续发挥余热，加快提升海岛教育质量，使海岛每一位
适龄儿童都能享有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年62
岁的退休英语教师刘承群通过层层面试后，被分配到六
横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如今已送走了他的第一批海岛学
生，为海岛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创新实施“银龄”讲学支援海岛学校计划，为农村海
岛学校提供智力支持，着力化解因城乡差异导致的农村
海岛教育相对落后的现状，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无
疑是一项民心工程、民生工程。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
地意识到，“银龄”们的热情再足，投入教学的时间再
多，对农村海岛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是有限的。如何更好
地挖掘“银龄”们所具备的优势资源，促进地方教育事
业发展，这倒是大有文章可做。

这些“银龄”教师以优秀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
师、高级教师为主，具有出色的管理能力、教学能力和
综合协调能力，他们曾是学校教育、地方教育的“红人”
和“旗帜”，退休后仍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鉴于此，
我们要从思想上改变对“银龄”教师的定位，应利用他
们具有的“光环”和“品牌效应”。退休教师刘承群曾任
教于江苏省丰县中学，该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国家级示
范性高级中学，是江苏乃至中国近代普通教育的先驱者
之一。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刘老师的特殊身份，促使他成
为国家级名校与农村海岛学校牵手缔结友谊的“媒
人”，促成两校乃至两地教育联姻，开展结对互访助教
等活动，让名校光环也能够照亮海岛学校。

这方面，中旭科创双语学校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这
几年，该校聘用中小学退休校长、学科带头人、优秀教
师，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作用，使学校教学质量得到稳
步提升。同样是发挥余热，同样是老有所乐，同样是二
次就业，何不放大“银龄”计划成果，通过他们的努力，
为学校带来新风新貌，促成两校、两地教育长久合作，
使“银龄”计划成果更丰，受益面更广。当然，地方教育
部门和学校也应该为“银龄”们提供更多保障和支持，
对于贡献特别巨大的不妨予以重奖。如此，才能完成从

“引智”到“借智”的转变。

“银龄”计划“引智”更应“借智”
□阿蒲

（本版署名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