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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

不久前，内蒙古脱贫攻坚再传捷报：武川县
等 10 个国贫旗县和清水河县等 13 个区贫旗县
正式退出贫困旗县序列。这意味着内蒙古 26 个
区贫旗县全部摘帽，实现了区贫旗县“清零”。

内蒙古原有国贫旗县 31 个，区贫旗县 26
个。去年 7 月 25 日，林西县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
估检查，成为内蒙古首个“摘帽”的国贫县。同
年，乌兰浩特市、阿巴嘎旗等 13 个区贫旗县宣布
退出贫困旗县序列。如今，我区只剩下 20个国贫

旗县尚未“摘帽”。
这份成绩单，意味着我区贫困旗县数量在不

断地实现净减少，意味着我区在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上又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份成绩单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我区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不懈努力
与奋力拼搏，展示出的是全区上下齐心协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同时也凝聚着广大奋
战在脱贫攻坚一线扶贫干部的心血与汗水。

行百里者半九十。很多时候，越接近成功，
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就可能越多，就越需要坚
持不懈。目前，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全区
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占 60%以上，而且随着其
他相对容易脱贫的人口脱贫，这部分贫困人口
的占比还可能会上升。

要让最后这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
坚”实现稳定脱贫，需要我们拿出更多的硬招、实
招。一方面，要把健康保障和生活救助这两张网

编得更牢、更细。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健康扶贫、
社会保障兜底、贫困残疾人脱贫等精准脱贫重点
工程，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将这块最硬的骨头

“啃”下来，确保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我区的情况来看，“两不愁三保障”中不

愁吃不愁穿的问题基本能够解决，义务教育和
住房安全也基本能够保障，难点就在基本医疗
这一块。可以说，能否实施好健康扶贫，直接关
系我区脱贫攻坚的成败。所以，我们要进一步
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标准化建
设，让贫困群众看得上病；要充分发挥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作用，有
限减轻困难群众看病就医的费用，让贫困群众
看得起病；要建立健全健康扶贫信息数据平台，
实施大病、慢性病、重病救治行动计划，让贫困
群众看得好病；最后，还要做实预防工作，把牢
预防关口，让贫困群众少生病、不生病。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疾病和残疾的可怕之
处，不仅在于它会让一个家庭的负担加重，而且
它能让人部分甚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贫困群
众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基本上就处于“无业可扶、
无力脱贫”的状态，稳定脱贫能力极差，极易再次
返贫。要让这部分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无疑
需要更加精准的措施。比如说，对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对象，可以采取产业扶贫和社会救助兜底
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
象，则采取产业分红和兜底保障的方式来帮助。
同时，还需对这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动态管
理，定期开展复核，不再符合条件的按程序退出，
重新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程序及时纳入保障范围，
确保兜得准、兜得实、兜得住、兜得牢。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
不可弃滞。越是紧要关头，越要保持必胜的信
心；越到最后时刻，越要拿出决心和魄力。让我
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志在必得的信
心、久久为功的韧劲、舍我其谁的担当，打赢这
场“硬仗中的硬仗”，用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如何打赢“硬仗中的硬仗”？
要让最后这些“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实现稳定脱贫，需要

我们拿出更多的硬招、实招

□王度阡

党政部门、机关单位是为党和国家干事创
业、为人民群众服务办事的地方，各项工作应
该有序、高效运转，各项政策应该迅速、准确落
实到位，然而，少数一些党员干部却染上了“磨
蹭”“拖沓”的毛病，一些急着干的工作一拖再
拖、一些等着办的事情一等再等。

在一些干部的思维中，认为单位的事情反
正不是自己的事情，拖一拖没什么、等一等也
无所谓，甚至在没人催也没人问的情况下直接
就搁置不理。滋生这样的工作作风，绝非极个
别干部的问题，在一些单位中还存在“上行下
效”、互相传染的现象，导致整个单位被“磨蹭
文化”“拖延主义”笼罩，大事、小事先等上一

等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缓事、急事先
拖上两天成了单位不成文的“规定”。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经济
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很多工作必须要快速启
动、高效推进，拖拖拉拉必然造成损失，磨磨蹭
蹭更要耽误大事。广大党员干部要知道党和
人民事业等不起、也拖不起，切莫被“磨蹭文
化”所侵蚀，更不能信奉“拖延主义”，必须要
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把岗位职责尽好、把本职
工作干好，做到任务一下达就要马不停蹄，群
众有需求就要忙上忙下。

少数干部为了自己的一时清闲，不顾党
的事业利益，不顾群众的殷切期盼，在工作上
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归根结底还是在岗位上
不想干事、不愿干事，在工作上不作为、慢作
为。有的干部接到工作后先放到一边，别人

不催、自己不动，就像牙膏一样挤一下出来一
节 ；有 的 干 部 时 间 安 排 不 合 理 、工 作 效 率 低
下，最终过了期限、拖了后腿；还有的干部在
为群众办事的时候，认为群众是有求于自己，
摆出一副“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的架
子，对群众的利益毫不关切。凡此种种的“磨
蹭文化”“拖延主义”，必然有碍党和人民事业
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后，党和人民事业中有更多
的任务要完成、有更多的问题要处理，对党员
干部的要求自然也就更高、更严。党员干部接
到工作任务不能磨磨蹭蹭、一拖再拖，而是要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面貌奋起直追，向“磨蹭文
化”说不，打破“拖延主义”，以更务实事、更有
效率的作风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好党和
人民交办的事情。

警惕“磨蹭式”干部

印有舞狮形象的滑板、非遗 AR 游戏、DIY 设计敦煌丝巾⋯⋯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五届文博会上，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艺术原型开发的影视、音乐等衍生品纷纷亮相。数字经济时代，当传统非遗与新技术、新创意相遇，必将散发出
更迷人的魅力！ 新华社发 王鹏作

新活力

□魏英杰

前些天，知名文化专家马未都在成都碰
上了一件糟心事：成都小吃全国有名，可当
他到著名的老字号“龙抄手”吃过后，却是后
悔不迭。他在微博上感慨，老字号就剩招牌
了。

怎么回事呢？马未都在微博上吐槽：进
了 餐 馆 包 间 ，“ 包 间 费 先 收 80 元 ，餐 费 另
算”；“小吃 16 道，有名的小吃都有了，好吃
的小吃没吃到”，“除了油辣，乏善可陈”；聊
得正高兴时，“服务员进来毫不客气地说，我
们要下班，你们吃完走吧”。总结起来就是，
一贵二难吃三服务差，服务行业该有的毛病
都有了。

老字号名实不符的情况的确存在。就
拿杭州来讲，有的老字号餐馆还不错，还是
大家日常会去光顾的场所，但有的老字号可
就不那么美妙了。例如，杭州的面馆深受百
姓喜欢，但受追捧的往往是一些开在犄角旮
旯的个体面馆，而久负盛名的个别老字号，
当地人却很少光顾，因为除了名头大，实在
找不到光顾的理由。

老字号餐馆出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心
态浮躁、管理缺失。最早的老字号，管理很
严，对每一道菜、每一个顾客负责，口碑直接
决定餐馆的兴衰。在这样的市场竞争环境
下，餐馆分量少、价格贵、口味差的问题，也
就容易得到解决，或者说餐馆本身就不敢这
么做。但如今，不少老字号染上了浮躁的毛
病，不加选择大搞加盟店，再加监管不力，质
量下滑，很容易出现马未都碰到的情形。

有人可能会说，老字号以前不也历过一
段辉煌时光吗？如全聚德，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也深受百姓喜欢啊？这其实是因为，那时
候的餐饮消费还没那么丰富，竞争不充分。
现在这样的资源和竞争优势已经不存在，老
字号的痼疾也就暴露无遗。有些老字号片
面迷信做强做大、加盟经营等现代餐饮业的
运作方式，结果管理不当，反倒造成口碑和
业绩滑坡。

所以，老字号要恢复旧日辉煌，只有加
强管理、理顺机制、提升服务，不能连老底子
都丢了。这里的老底子，一是指口碑效应，
口碑是靠服务积攒起来的；二是工匠精神，
专心致志把老本行做好。老字号之所以是
老字号，就在于手艺高超，让人信服。如果
小吃店连一屉小笼包都做不好，开面馆的连
一碗面都让人看了食欲全无，最终还能靠什
么维持呢？躺在政策保护、资金扶持的温床
上过日子，总有一天是要把老本吃没的。

老字号
别丢了老底子

□苑广阔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微信回复了
老板一个“嗯”，结果被老板批评：“和领导和
客户都不要回复‘嗯’，这是微信的基本礼
仪”。姑娘表示不能理解，准备走人，但不少
网友觉得老板说得没毛病。

回复了老板一个“嗯”字，换来老板发五
六十个字的“教育”，姑娘为此深感委屈，不
但主动曝光此事吐槽老板，以寻求网友的声
援，而且还准备就此辞职走人。然而让姑娘
想不到的是，大多数网友明白了事情的来龙
去脉以后，纷纷质疑姑娘这是“玻璃心”，认
为她确实应该学习基本的微信礼仪。而老
板能看似严厉的批评背后，实则是在帮助她
成长，她应该心怀感激。

一个“嗯”字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说明
这事儿却是值得关注。当事姑娘是不是真
的“玻璃心”先不说，但是这个“嗯”字暴露出
其基本微信礼仪的缺失却是客观事实。尽
管这样的微信礼仪只是网友的约定俗成，但
也确实值得我们去遵守，也只有这样才能让
我们更好地融入亿万网民默认的一种网络
生存法则。

为什么一个“嗯”字就引得自己的老板
不满？因为这个字的背后透露出一种敷衍、
不耐烦、不礼貌。反过来说，如果再加上一
个“嗯”，变成“嗯嗯”，就显得礼貌了很多。
多一个还是少一个字的微妙差别，就是这么
明显。尽管我们无法从语言学、交际学、心
理学等等角度来分析“嗯”和“嗯嗯”的区别，
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别客观存在，并
且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我们也应该考
虑去遵守。

再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在微信沟通时
喜欢发语音，因为这样比打字更方便、更快
捷，但是在使用语音聊天的时候，一定要分
对象、分地点、分时间。如果对方正在开会，
或者已经到了深夜休息时间，那就最好打
字，别发语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微信礼
仪。再进一步说，如果不知道能否语音，不
妨先发行文字询问，让对方来决定，而这样
就礼貌了很多，也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

网络时代，现代人的很多工作、生活都
是在各种网络工具上完成的，懂点包括微信
礼仪在内的网络社交礼仪，还是很有必要
的。

谈谈微信礼仪

□李洪兴

82 岁的蒙古族牧人班都，常年生活在内蒙
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策克嘎查。这里位于巴丹吉
林沙漠边缘，气候干旱，环境恶劣，老人是方圆
20 多公里内的唯一住户。20 世纪 70 年代，流经
他家附近的河道断流，胡杨枯萎。几十年来，他
先后挖了 10 多口水井，取水灌溉，就是为了守护
这些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胡杨。如今，因为常年
坚持，以及当地的支持，断流几十年的河道又见
来水，这片土地正在焕发勃勃生机。

“有谁能如此顽强，耐旱、耐寒、耐盐碱，抗

风、抗沙、抗祸殃，根深十米汲取营养，雨后三年
枝发叶长，即使旱死二十余载，遇水又有新芽绽
放。”人们熟知的《胡杨礼赞》一文中的这段话，
既描述了胡杨树的植物特性，也诠释了一种顽
强不屈的精神品质。树有根，人有神，与胡杨林
相伴数十年的班都老人，就有一种如胡杨生长
一般的顽强精神。

人留下来，沙才能退，树才能活。班都老人
始终认为，“留在这里，这里的胡杨需要我”。的
确，那片土地需要耕耘它、改善它、绿化它的人，
胡杨树也需要栽种它、培育它、呵护它的人。班
都老人把心留在了大漠，一点点地找有水的地
方种树，一口口地挖有水的井。为了改变缺水

的状况，他不惜卖掉 8 头牛和 3 匹骆驼，花了 8 万
多元疏通河道。一个人的精神多顽强，行动就
会多有力。现在，越来越多原本干枯的胡杨树
吐出了新叶。

顽强抗沙，坚持植树，为大地覆盖上绿装，
班都老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河北塞罕坝机
械林场，有一户人家，三代人在 50 多年时间里，
让荒原变林海，昔日“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的景象彻底改变。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甘
肃八步沙林场的三代职工，以郭朝明等“六老
汉”为代表，完成治沙造林 21.7 万亩，管护封沙
育林草面积 37.6 万亩，书写了从“沙逼人退”到

“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更有无数人通过社交

平台等互联网工具，参与公益植树活动，在日常
生活的点滴中为祖国添绿。可以说，治沙绿化
需要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也需要顽强精神、坚
韧意志，更离不开全民参与。从老一辈到新一
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为绿色发展做贡献，
就像班都老人的儿女，从曾经反对到现在支持，
植绿成了全家坚守的梦想。

“我老了，但老地方不能老，胡杨不能老。”
班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胡杨林生长的
地方也在重新焕发青春。正如《胡杨礼赞》中所
赞颂的，“在寸草不生的戈壁尽头，胡杨林高挺
着永不弯曲的脊梁”，只要精神在、意志在、作为
在，绿色就能一直生长。

如胡杨般绽放绿意

动车组列车上又见嚣张霸座者。近日一段
网传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广深动车组列车上悠
闲自得地看手机，两脚搭在对面座位上，一人占
三个座位。一名女乘务人员对男子的不当行为
进行劝导纠正，然而该男子态度蛮横恶劣，称还
要占10个座位，并让乘务员“滚蛋”，叫嚣“关你什
么事”。最终，经列车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当事旅
客认识到自己这种不文明行为的错误，在列车到
达深圳站前向列车工作人员道歉。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对于霸座行为，道歉不应该是事件

的结尾，限乘才应该是对霸座者的标配回应。

今年以来，多家游戏企业纷纷加码未成
年玩家保护，出台举措对未成年玩家的在线
时间和消费行为进行限制。然而，随着游戏
企业对未成年人游戏账号加强监管，大量已
经通过成年人实名认证的游戏账号在一些
二手交易平台热卖。“已认证”和“无限制”成
为卖家的广告语，本应受到平台监管的未成
年人，正是这些账号的主要买家。

——据新华社
锐评：不验证身份的游戏实名认证形同

虚设。

“我确实想跳槽，但还没考虑清楚，只是更新
了简历，现在老板都知道了，我真是‘骑虎难下’，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近日，在北京一家语言培训
学校工作的李先生无奈道。更新简历却被“告
密”，李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那么是谁在“告
密”？记者了解到，是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人才流
失预警机制”功能让用人单位掌握了员工动向。
第三方平台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其员工数据后，借
助数据分析为企业生成员工流失报告，企业只需
支付一定费用就能享有这项服务。

——据《齐鲁晚报》
锐评：劳动者想跳槽，谁也无权“告密”。退

一步说，购买“预警”服务就算留住了人也留不住
心，铁了心想走的人，留也留不住。

政务窗口限号，让莱芜高新区的办事群众
犯了难。近日，有记者调查发现，该区政务中心
限号受理市场监管方面的业务，每半个工作日限
号三十个。只有排上号，才能到相关窗口办事，
否则，就得等下一次再说了。为此，办事群众没
少受排队之苦、跑腿之累。一位市民为了注销自
己名下的某家公司，竟一连跑了四次——其实，
完成整个注销流程，仅仅需要一刻钟。

——据人民网
锐评：这种“方便”自己为难群众的窗口，确

实该整治了。

“两次招标均无违规行为，信访举报人反映
的问题与事实不符⋯⋯”近日，江苏省无锡山水
城规划建设局中层以上干部经历了一次特殊的
会议。来自无锡市滨湖区纪委监委的两位同志
就该局新任局长鲁某的信访举报情况进行了澄
清说明。滨湖区纪委监委以澄清会的形式为鲁
某正名，传递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为担当者开道，
为实干者兜底。既保护了干部的干事创业积极
性，也提升干部的“政治安全感”。

——据新华网
锐评：为担当者打造硬邦邦的“护身符”，着

力营造风清气正、担当尽责的政治生态，既是大
势所趋，也是现实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