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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我市降雨普遍偏少，出现罕见旱情。我
区一些悬水小岛已经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政府相关部
门已经开始采取送水上岛的措施。面对旱情，兴修水利
的意义更加凸显。

南方冬季降雨少，水库河流的水位偏低，正是兴修
水利的好时节。中国人讲究“未雨绸缪”。修水利的意
义就在于，抓住有利时机对水库、山塘、河流进行疏浚
清淤，修复水毁水利，增加蓄水能力，从而在旱情来临
时发挥更为持久有效的作用。

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今年是2013年以来最为严
重的旱情。经历了多年的风调雨顺之后，很多地方轻
忽了水利设施的修缮维护，面对大旱就显得力不从
心。孰不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清理山塘、疏通沟
渠、修葺堤坝，只有做好了这些细微末节的小工程，才
能保证水利工程系统的安全运行。

当然，在科技时代，兴修水利的场景语言不再是肩
挑人抬、车推人拉，而是应当更多引入智能化管理的理
念。我们在“五水共治”中建立起了河道的智慧管理模
式，可以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建立联网联动的水利设
施监测管理体系，合理蓄调海岛有限的水资源，这也是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机组成部分。

旱情之下勤修水利
□曲轩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六横百岁老人王朝宝，平
时舍不得吃穿，近日却增交了2万元的特殊党费，以感谢
党对他的教育和关怀。

说起王朝宝，当地百姓有口皆碑。1959年，在基层供
销社工作的他获评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上世纪50年
代至70年代，4次获评浙江省先进工作者；2019年，获得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退休后，王朝宝积极发挥余热，担任村老年
协会会长的9年时间里，共编绘时事新闻黑板报1600多
期。

在舟山，还有另一位百岁老党员王家恒，解放前，他
曾冒着生命危险潜伏于国民党队伍12年，为解放舟山作
出突出贡献；解放后，他兢兢业业，奉献于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退休后，倾己所有，创办东海系列学校，设立东海教
育基金，致力改变舟山教育面貌。

忠诚于党，尽心为民，是这2位百岁老党员的闪光品格。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2位百岁老党员身上，我们可以领略一
个百年老党的风采，可以感受到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当前，各地正在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在学习中，最忌讳的就是纯粹的照本宣科，乃至
走向不入脑入心的形式主义。而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类似
这2位老党员一样的优秀党员，他们以一己之力为党旗增
光添彩，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
行，是鲜活的学习教材。以他们为实例，最具感染性。

2位百岁老党员的人生经历、工作实践、精神操守，从
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百年大党的底蕴和积淀。每一名
共产党员都信守入党誓言，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创
新发展党的工作方式、方法，中国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定能早日实现。

百岁老党员 党史活教材
□姜焱

三层行政楼只需董事长坐镇，智
能生产线只需一名工人操作，位于展
茅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是
一家崭露头角的高科技企业，8年来走
过了一条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的
艰 难 科 研 路 ，如 今 凭 借“ 秘 密 武
器”——全球首创的锂离子电池和超
级电容用水性黏结剂，终于迎来经营
业绩的井喷势头。寻求高质量发展，
就需要弘扬这种奋发进取的企业家精
神。

任何企业都需要盈利，但盈利模式
和盈利目的却可能大相径庭。有些企
业眼里只有利益，为了赚钱而赚钱。按

理说，只要守法经营，市场行为本无可
厚非。但社会更需要有理想、有情怀的
企业主。那些志存高远追求人生价值、
卧薪尝胆打造百年企业的企业主，那些
为了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甘愿承担
风险、付出艰辛的企业主，才是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中流砥柱。

科研之路不但艰辛异常，而且充满
风险。中科立德在最初几年的科研中，
扔进去的钱掀不起一丝涟漪，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邵汉琦为了科研投入，不但
向亲朋好友借钱，还卖掉了自家房子，
科研团队成员们也自愿放弃高薪、苦心
坚守。值得欣慰的是，中科立德一步一

个台阶迈向成功，2019年水性黏结剂
被列入工信部首批次重点新材料推广
名单，产品销售一路上扬。没有一股奋
发进取的企业家精神，怎能攀上科研高
峰？

在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成败得失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唯利
是图、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或许可
以红火一时，但难保不会折戟沉沙。
而怀揣理想、追求卓越的企业，虽然会
遇到困难挫折，但一定会有更大的几
率笑到最后。因为，贴合公共利益所
需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企业，必定更受
市场青睐。天道酬勤，就是对奋发进

取企业主的褒奖。
眼里只有钱，充其量只能称作“经

济人”。而企业家应该是一群有情怀的
人，除了有赚钱的本事，还得有咬定青
山的定力，更得有舍我其谁的担当。中
国制造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游刃有
余，普陀经济要在新发展阶段奇迹不
断，就需要多一些奋发进取的企业主，
就需要多一些像中科立德这样的高科
技企业。

我们要向赢得全球首创的中科立
德表示热烈祝贺，也要向那些在创新路
上愈挫愈勇的企业主表示崇高敬意，并
为他们鼓劲加油。

弘扬奋发进取的企业家精神
□大力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日前，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七一
勋章”提名和全国“两优一先”推荐工
作的通知》指出，党中央决定，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中共中
央名义首次颁授“七一勋章”，表彰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
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认真做好
评选表彰，对推动全党形成见贤思齐、
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必定大有裨益。

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一部群
英谱。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
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
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
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
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
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学党史不是抽象的。当我们打开

党史，触动我们心灵的是一个个具体
党员和真实故事。尽管有很多党员已
经逝去，但他们的故事今天读来依然
感人至深。他们的形象是立体而鲜活
的，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的
精神有着穿透时空的力量。以他们为
实例，最具感染性。以他们为参照，催
人奋进。

比如，慷慨写下“砍头不要紧,只
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深情吟读《可爱
的中国》的方志敏，誓言每一滴泪、每
一滴血都要为劳苦大众而流的向警
予，绝不低头、坦然就义的恽代英，用
胸膛堵住了敌人枪口的黄继光，坚持
助人为乐不图回报的雷锋，为了国家
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几十年的黄旭
华，战功赫赫却不计个人得失的胡兆
富，为了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关键时
刻“逆行”出征的钟南山……百年时

空，星光璀璨。这些英烈和先进模范
的精神足以让我们感佩。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要努力
向先进看齐，向榜样学习，走进他们的
人生，了解他们的故事，重温党员的初
心使命，坚定个人的理想信念，赓续共
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更重要的是，要
把感动化作行动，把想法化成做法，凝
聚砥砺拼搏奋进、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做
好自己的事情，把“国之大者”始终装
在心中，把为人民造福作为毕生追求。

有句话说得好：“苦不苦，想想长
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时代前进的道路上，总有各种挑战。
就拿当前来说，疫情在全球蔓延，内外
部形势严峻复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有很多，构建新发展格局、科技自强自
立、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等任

务艰巨繁重，但想一想有那么多党员
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有那么多党
员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我们还有何
理由不振奋精神、奋勇争先呢？

对各级党组织来说，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要善于发挥榜样的激励作用。
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和宣传身边看得
见的榜样，鼓励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
齐；另一方面，要用好历史资源这一教
材。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
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一个个红色景
点，一处处斑驳旧址，一张张泛黄照
片，一页页手写文稿，既记录历史，也
烛照现实、指引未来。不论是身临其
境还是在线学习，相信广大党员一定
能有所收获，使党史教育彰显出更浓
的“红船味”“浙江味”。

（转自《浙江日报》）

“红船味”中有奋勇争先的精气神
□李攀

区审招办自去年4月组建“我来
办”金牌专员服务队伍以来，至今已
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我来办”服务万
余件，涵盖了投资项目、商事登记、税
务、公安以及民生服务等各大重点领
域，营造了优质的营商环境。

何谓“我来办”？这是普陀在“最
多跑一次”改革中推出的一项创新举
措，从相关窗口抽调 10多名业务骨
干，组成金牌专员服务队伍，通过轮岗
的方式在办证大厅进行站台、巡逻，为
办事群众和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
式”全流程代办服务。企业开工前，各

种审批手续复杂，办理人员往往一头
雾水，多头跑，费时又费力。在深入了
解企业在办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
后，区审招办创新服务模式，将“要我
办”转变为“我来办”，简化了办事程
序，缩短了办事流程。

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普陀一
直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某些领域
的改革甚至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在
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让群众产生
新的获得感？这不仅考验着相关部
门的工作智慧，也将反映改革的含
金量。近年来，普陀坚持以“最多跑

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在全省
率先公布“最多跑一次”负面清单，
统筹推进“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
证通办、一次办成”“网上办”“掌上
办”实现全覆盖，143件“一件事”实
现全流程办理。这些改革的落脚点
都是聚焦群众和企业的痛点堵点难
点。

痛点难点堵点就是改革的切入
点。在改革行进路上，群众对现在和
未来必然会有新的期待与要求，这就
需要我们在与时俱进中立足实际，深
入调查研究，真心体察民情，及时发

现问题，找准改革方向。今年，普陀
提出要实施深化审批受理无否决、执
法监管无偏见、服务提升无止境“三
个无”行动，就是要树好品牌、拉高标
杆、再上台阶。

改革进入深入区后，我们会遇到
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容易改的都已经
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要么是多年顽
疾，要么是从未遇到过的新难题，这
就尤其需要我们以初心坚持“改”，以
创新力争“革”，去除一个个痛点、疏
通一个个堵点、解决一个个难题，从
而高水平提升区域治理现代化。

找准“最多跑一次”改革切入点
□子陌

日前，区纪委、区委组织部联合出
台《舟山市普陀区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
制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实施办
法（试行）》，明确了容错条件和宽容失
误的主要情形，给基层勇于谋事、敢于
创新的干部吃了定心丸。

创新是发展的源动力，从技术创
新、服务创新到制度创新，基层干部从
来都是充满创造力的群体。我们在奋
力打造“重要窗口”普陀靓丽风景的征
程中，需要尊重和激发基层的首创精
神，为基层创新开辟广阔空间。

激发基层干部的创新精神，就是要

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改革创新是摸
着石子过河，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就
意味着难免有一时走岔路，甚至摔个跤
的可能。犯错有成本，也有代价，对基
层干部来说，心存“犯了错怎么办”的
疑虑是人之常情，如果能从制度层面让
他们对事后容错有了明确预期，那么自
然有了勇往无前的动力。因此，我区出
台这一实施办法，体现了组织为担当者
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的
鲜明导向。

容错有前提，这也是基层干部最
关心的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错能

容，关键在于看方向、看初心、看原因、
看过程、看后果。对于那些主观上处
于公心、担当尽责的，只是在过程中由
于不可抗力、难以预见等客观因素出
现失误或错误的，该宽容的就要大胆
宽容。

容错纠错的出发点是为了给那些
敢做事、能干事的干部兜底，不是纵容
顶着干事之名违法乱纪者。这就要求
把握好“严管”与“厚爱”“执纪”与“容
错”的关系，要认识到“严管”也是“厚
爱”“执纪”才能“容错”，既不误伤一个
好人，也不纵容一个坏人。同时，还要

坚持“容”“纠”并举，既要鼓励基层干
部在创新过程中不怕犯错，又要对犯错
结果有前瞻性的预估，及时纠错，避免
再走弯路。

要保证容错纠错机制的健康运行，
就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对错误的
分析既要鞭辟入里、客观公正，又要个
性精准、入情入理。同时，要坚持在阳
光下操作，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的监
督。

好的制度需要好的执行，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做到让流汗者不流泪，辛
苦者不心苦，实干者得实惠。

用容错机制激发干部创新性
□新语

六横小湖村唯一的进村车道，原来狭窄得只能通
过一辆小汽车，成为村民的“堵心路”。现在，沥青路平
坦开阔，标志标线清晰，路灯全新设施。经过一年施
工、正等待验收的小湖接线道路，虽未正式通车，但已
让村民眉心舒展。小湖村僵持多年的交通瓶颈被打
破，这充分说明，畅通道路交通“毛细血管”有多么重
要。

近几年，普陀交通事业突飞猛进，四通八达的公
路构筑起令人赏心悦目的全新路网。然而，在主干道
越建越宽，出行变得越来越便捷的同时，大家对行路
难、停车难的抱怨并未停止。其中一个原因是，道路
交通的“毛细血管”不通，造成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不畅。

“毛细血管”不畅，多半是“规划赶不上变化”造成
的。就拿小湖村来说，原先的村道还算宽敞，可谁能料
到，如今村民纷纷开上了私家车，村里还建起了船舶修
理厂，使得村道的通行能力变得捉襟见肘。好在，六横
在大力拓展交通“大动脉”的同时，积极谋划推进延伸
至各村（社）的农村道路，促成畅通无阻的“一环四纵”
交通新格局。

要想富，先修路。进入新时代，这句深入人心的
口号应该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因为，畅行无阻的道
路不仅关乎经济发展，还关乎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更
高追求。汽车时代的快速到来，不仅需要有“条条大
路通罗马”的大手笔，还需要有畅通“毛细血管”的精
细功。

民有所求，我有所应。近年来，普陀把畅通道路交
通“毛细血管”列入打造海上花园会客厅、提升人民群
众幸福感的重要内容，通过旧城改造、环境整治，大力
推进城乡路网建设，有效缓解了行路难、停车难。当
然，畅通“毛细血管”的难度并不亚于建新路、造新桥。
但可以相信的是，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
理念，系统梳理、统筹运作，群策群力、循序渐进，道路
交通的“毛细血管”定会越来越畅通。

畅通道路交通“毛细血管”
□小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