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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的读书日还有一个特
殊的年代背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读好党
史这书本意义深远。

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也是最生动的教科书，党的
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一心为民的信仰史、矢志奋斗的意
志史、力量无穷的智慧史。

在追求快阅读、轻阅读的时代，想要静下心来
读一读史书，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自律与
心境。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光辉史，文字记录的
是表象的史事，而内涵则是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
经验。这就需要我们沉下心来进行系统化的阅
读，在读中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用党的奋斗历
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当前，我区各地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
党史就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地读好原著。因为原著
原文是最权威的，读深读透才能全面准确把握起真谛
真义、思想精华。读得全面，才能防止片面化、简单化；
读得系统，才能融会贯通，理解其内在逻辑，做到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

读史也许并不是一种休闲轻松的阅读体验，但
在“碎片化”模式当道的当下，我们提倡阅读的意义，
不仅在于体验读书的愉悦，更在于在读中有所悟、有
所得。所以阅读的过程有寂寞甚至枯燥相伴都不是
一件坏事，它反而会让我们过滤掉外界与内心的干
扰，真正悟到人生的真谛。

时 代 的 背 景 只 是 一 种 阅 读 的 氛 围 ，读 好 党
史也不只在建党百年这一年，我们要始终秉持
阅读与学习的初心，才能真正读懂这些书的深
刻涵义。

读好党史这本书
□曲轩

改革需要全社会合力推进，既需要
各级党委、政府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亦需要沾着泥土、露珠的基层创新。但
总体而言，改革的设计者、统筹者、推进
者应该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部门。
因此，改革不能“外包”。这一点，一般
情况下大家都有共识。

数字化改革是我省至今为止最为
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的难度可想而
知，难免会有一些地方或部门会存在畏
难情绪。特别是，因为涉及到很多技术
支撑问题，实践中也会有一些单位不注
重发挥自身主体作用，把希望寄托在技
术部门和应用开发公司上，对自身角色
认知发生错位。因此，数字化改革不能

“外包”，这一点在当下尤其值得强调。
各级党政机关应坚决避免以项目开发
公司代替自身改革的错误倾向，把应用
场景开发与流程再造、制度变革、机制
完善协同起来。

角色定位不能“外包”。数字化改

革不是仅仅在技术层面寻求一个软硬
件提供商，不是政府针对经济发展、社
会服务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立个项、给
笔钱，上个系统、点亮门户就万事大吉,
而是经济社会发展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重要变革。这项系统工程，
需要从指导思想到工作目标、工作举
措、评价体系、考核体系形成全闭环管
理。改革中一些具体技术支撑工作可
以“外包”。但是，制定路径、统筹推
进、系统集成的角色则非各级党委、政
府莫属。这个角色定位不能“外包”，
也无法“外包”。如果把这场数字化改
革简化为一种技术选型、工程“外包”
的话，那是对数字化改革的一种曲解与
误读。

应用场景不能“外包”。数字化改
革，寻求数字技术在改革场景上的广泛
融合与深度应用。针对党建统领、服务
优化、经济转型、人的发展、社会治理等
方面各类问题，要通过数字化改革加以

解决。但是，应用场景在哪里，群众诉
求是什么，企业困难有哪些？这些需要
各级各部门发挥能动性，积极寻找、探
索，也只有各级各部门自己最清楚。这
些应用场景的发现、设置、构建，是不能

“外包”的。各级干部不能满足于把自
己变成数字化项目开发经理，而是要懂
得去选择性价比最优、可演进、安全可
控的数字化系统与方案。

制度重塑不能“外包”。数字化改
革是一场重塑性制度革命。政策与制
度，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更多彰显的
是社会公平、价值导向、民生福祉。而
技术本身是“双刃剑”，本身并不具备道
德和伦理上的“善意”，并不具备天然的
公共属性。党委、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与
制度，来界定数字化改革的内涵、路径、
边界等，才使得这场数字化改革真正有
了技术的理性，增进社会公平和民生福
祉。因此，推动数字化改革，着力点应
该放在政策与制度的重构上，以这种重

构来确保技术的理性。这一点，也是无
法“外包”的。

数字思维不能“外包”。今天，经济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的管理与运
行，如果没有数字化的支撑，无论是运
行还是管理，都将寸步难行。数字化，
已经“化”进经济社会横向到边、纵向
到点的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数字
化改革，就是把各种顶层设计，用数字
化的技术变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
企业有利、群众有感”的互动链接平
台，努力实现“一切因链接而改变”。
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的数字化思维就显
得尤其重要。只有我们自己时时、处处
秉持数字化思维，才能开发出更多的数
字化典型应用，才能为数字化找到用武
之地，才能为各类问题找到数字化解决
之道。

（转自《浙江日报》作者为省工业
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

数字化改革不能“外包”
□兰建平

2个方舱接种点、12个常规接种
点、2个临时接种点……截至 4月 20
日，我区累计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85910剂次，20467人完成新冠病毒疫
苗全程接种。全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安排有序、推进顺利。

疫苗被认为是战胜病毒的终极武
器。回想一年前处处严防死守、全民抗
疫，我们欣慰如今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大面积铺开，对全面
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充满信心。

为了推行疫苗接种，政府有关部
门广泛宣传、合理布点、细化服务，
特别是近期一条“我们一起打疫苗，

一起苗苗苗苗苗”自带背景音乐的
标语在网上走红，让许多人在哼唱
轻松音乐中接种了疫苗。但也要看
到，至今不少人仍存“疫苗犹豫”，对
接种抱无所谓或持抵触态度。有的
人认为不可靠，短时间内研制出的
疫苗对新冠病毒免疫作用有限，接
种后副作用可能对身体有害；有的
人认为不必要，国内疫情控制得这
么好，为何还要再去打疫苗；有的人
认为不关事，只要做好个人日常防
护即可。这种“疫苗犹豫”绝不能轻
视，是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的障碍。

中国疫苗是灭活疫苗，就是将低
致病性的新冠病毒（病原体）注入人
体 ，以 便 让 免 疫 系 统 识 别 新 冠 病
毒。我国疫苗研制采取了不计成本
的超常规研发方法，其可靠性和安
全性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验证，完
全值得信赖。

时下，国内防疫形势向好，这容易
使公众对疫苗接种的必要性产生疑
惑。实际上，在人员快速流动的现代社
会，当下用限制人员流动控制疫情的做
法只是应急之举，中国的开放和世界人
员的流动是必然趋势。届时疫情风险
如何控制？唯有依靠疫苗接种才能筑

起免疫防线。
在疫苗接种普及性问题上，群

体免疫的建立同疫苗的保护效力以
及人群的接种率有很大关系。有关
专家指出，新冠病毒疫苗覆盖率只
有达到 70%~80%才有希望基本实现
群体免疫。从这个意义上说，疫苗
接种不仅是事关个人的“私事”，也
是事关国家的“公事”。自觉成为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成为保
护他人、奉献社会的志愿者，每一位
公民都应有这样的主动性和责任
心，为构筑坚固的免疫屏障贡献一
份力量。

大家都来“苗苗苗”
□雷予晖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各地全
民阅读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不过，对
于读书来说，热闹毕竟是一时的，寂寞
才应是常态。长夜孤灯相伴，才能读出
专注、读出韵味。做一位好读者，才有
资格和古往今来的圣贤神交，才能从书
中得到颜如玉、黄金屋。

普陀的全民阅读风气正浓，这是
海上花园会客厅的应有样子。市图
书馆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借阅量

“最高纪录保持者”是家住普陀的邬
燕波，她去年共借阅 198次、借阅量
198册。像邬燕波这样爱读书的普陀
人越来越多，书香日益成为文明城市
的深厚底蕴。

网络时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阅读，
但不变的是人们的读书需求。是否碎
片化、娱乐化更在于读书态度而不是阅
读方式，在网上不但同样可以实现深阅
读，而且还能享受到检索便利，前提是
保持定力不受干扰。而阅读纸质书，同
样会有深浅优劣之分，并非读什么都是
营养。很多人感慨好书难觅、读书不
易，事实上更需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努力做一位好读者，才是最为关键的。

读者也有层次之别、素养之分。有
的偶尔为之、浅尝辄止；有的以书为
伴、深耕细作，读书的收获自然各不相
同。但无论如何，总能从好书中汲取养
分、陶冶情操。多读书、读好书，应该

成为所有读书人的共性追求，也只有这
样才能催生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更多的
优秀作家，从而形成人与书的良性互
动。否则，即使有好书，也难免深藏闺
中不为人知，再有才华的作者也难免会
被浮躁埋没。

对于那些阅读已成生活要素和生
命底色的人们来说，大概已无需旁人指
点书山路径。真正需要引导的是大众
阅读，各类有关全民阅读的主题活动、
专题讲座，无疑有益于培养阅读兴趣、
加深阅读理解。普陀读书热的形成，应
该与政府扶持书店、社会倡导阅读密不
可分。每个身处书香氛围的人，大可根
据兴趣爱好、职业需求，由浅入深亲近

阅读，充实生活也好，实用主义也罢，
只要奔着多读书、多读好书而去，日久
天长定会渐入佳境。

文章合为时而著，阅读同样应紧扣
时代脉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学党史理当成为全民阅读的
鲜明主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
好的老师。抓住好书层出不穷的契机，
通过阅读系统学好党史，进而实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每个人都会受益匪浅。

做一名好读者，需要不断克服惰
性、挑战自我，绝非易事。好在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久久为功，就会收获更好
的自己。

做一位好读者
□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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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日前出台《普陀区镇（街道、管委会）“属地管
理”事项责任清单》，梳理首批66项“属地管理”事项，涉
及16个部门，重点聚焦于基层关系密切的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海
洋渔业、城乡建设等领域，进一步明晰区级部门和镇
（街道、管委会）职能划分。一张明明白白的清单，有利
于为基层松绑减负。

未列入责任清单的工作，部门不得以“一票否决”
和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评比验收等方式，把
工作责任和任务转嫁给镇（街道、管委会）承担。这样
一来，基层就能在履行好属地管理职能的同时，拥有致
力发展、服务民众的更大“自由空间”，因地制宜地办好
民生实事好事。

基层工作最需要接地气，而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才
能更好地根据本地实际落实好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
署，更好地以问题为导向办好民生实事、补齐发展短
板。因此，松绑、减负就是为基层注入活力。

涵养基层活力，科学的顶层设计必不可少。我区
列出“清单”明晰“属地管理”职责，并根据实际情况动
态调整，既避免部门与基层间相互推诿扯皮现象，又从
源头上为基层减负、赋能。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充满活力的基层必将迸发出更强的创新力，推动各项
工作更上一层楼。

减负才有活力
□小井

眼看着自己的汽车快没电了，一旁
的充电桩却被燃油车“鸠占鹊巢”，这
样的焦急与无奈，很多新能源车车主恐
怕都遇到过。为了杜绝充电车位被燃
油车占用，相关部门在东港商务中心西
侧的快充站安装了20套智能车牌识别
系统，这套系统能自动识别车辆动力性
质，对燃油车说“非电勿扰”。

有了智能化停车位，让该进的进，
不该进是进不来，电动车停车难问题得
到一定程度缓解。其实，为了解决电动
车充电车位被“鸠占鹊巢”的问题，普

陀已经根据车主的使用习惯，在与城市
建设适配的前提下，设置了不少充电车
位，这次又增加了智能化管理功能，政
府对车辆充电这种小事这么上心，必须
点个赞。

一些看似琐碎的民生事项，对老
百姓而言都是关系到幸福体验的实事
难事，有些仅靠一家一己之力无法有
效解决。对此，政府部门理应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好停车难、充电难之类的
群众身边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把人

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
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
造美好生活！”事实证明，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好民生事项，不仅让百姓收获
生活便利，也架设起了连接党心民意
的桥梁。

用心办好民生小事，要讲究方法，
善借“帮手”。在“智治”时代，以往靠
人力无法解决的难题有了新的破题路
径。不仅仅是充电位的管理，在城市管
理当中，政府部门不妨多找找大数据来

当“帮手”，引入“城市大脑”解决具体
问题。

办好民生小事，既要用心用情更
要善用智慧，关键是要真正从民之所
需出发。在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过程
中，治理始终都会面临新课题，百姓
生活也始终会派生出新需要，一项政
策实施后并不一定能一劳永逸，这提
示城市治理者，只有不断掌握群众需
求、不断改进治理举措，才能不断改
善群众福祉，真正把民生实事办成民
心工程。

各就“车”位，有治才有序
□林深

4月19日下午2时许，东港金港公寓一名幼童卡在
4楼防盗窗上，随时都有坠落危险。东港派出所巡控组
辅警张立权接到指令后最先赶到现场，在毫无防护的
情况下，从相邻防盗窗冒险接近，用蹲姿单手托举孩子
15分钟，直至救援力量赶到成功救下孩子。好一个“托
举哥”，在托举起鲜活生命的同时，也托举起了浩然正
气。

危难之中显身手。在幼童命悬一线之际，张立权
毫不犹豫地挺身而上，不辱使命担当起了生命的“守护
神”。这一刻，悬空蹲着马步的托举姿势定格成了最美
的生命雕塑；这一刻，透支浑身肌肉集聚的力量迸发出
了最强的正能量。“托举哥”，好样的！

张立权事后说，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一心想着
赶紧把人救下来。“事后想想很后怕，但如果再遇到
这种情况，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千钧一发之
际，确实容不得瞻前顾后。回过头去想想，从3楼防
盗窗挡雨板上踩过去时，一踩一个凹陷，墙体凸出点
则刚够半只脚掌踩上，弄不好就会摔下去。再想想，
如果没抓牢孩子，或者托举时坚持不住，如何承担得
起失败的后果？好在一切顺利，张立权成了众所敬
仰的“托举哥”。

英雄是人不是神，“托举哥”张立权原本只是一位
普普通通的辅警，既无神功又无神力，甚至在完成托举
被拉进屋的一瞬间，双腿一软瘫在地上，着实有些狼
狈。但正因如此，这位平凡的英雄才更令人敬佩。凭
着无私无畏的情怀，他奋勇向前，用真善美汇成的力量
托举起了生命之重，用忠诚凝成的信念托举起了责任
之重。

在普陀，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早已蔚然成风，辅警
张立权再次以优美的托举续写了英雄篇章。也正是涌
现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平凡英雄和英雄行为，组成了普
陀这座文明城市的靓丽风景。

“托举哥”，好样的！

“托举哥”，好样的！
□曲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