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点开微信右上方的小加
号，找到‘扫一扫’，点一下，就可以
识别二维码了。”今年重阳节，不少
高校学生和志愿者到社区开展智慧
助老服务，对老年人进行智能技术
运用培训，帮助他们尽快融入数字
化生活。老人们学会了手机支付、
网 上 叫 车 后 ，生 活 一 下 子 方 便 很
多。一位独居奶奶学会了看微信
群，能很好地配合社区防疫工作，社
区的大事小事也能随时知道，感觉
生活圈子都变大了。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约 1.91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3.5%。与
老龄化问题相伴而来的，是科学技
术和社会文明的高速进步。以智能
化、数字化为主要形态的科技革命
改 变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人 际 交
往、社会文化等，让社会运转更加

高效，却也给众多老年人带来了一
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扫码
点餐、在线挂号、网购车票、网约车
出行……移动互联网时代购物不收
现金、不会用智能手机打不着车、没
有健康码无法乘坐公交车等尴尬场
景在老年人群体时有发生。如何满
足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迫切需求，
搀扶他们跨越“数字鸿沟”，成为整个
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身处互联网时代，生活日益便
利，自然为大家所喜闻乐见，但技术

进步不能无视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应
该享有数字化时代的便捷服务的权
力、感受时代脉搏的机会。政府、社
会和家庭可以通过“数字反哺”的方
式推进代际学习、代际理解，减轻疏
离感，帮助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生
活，展示独特魅力，让他们通过参与
社会生活提升价值感和幸福感，以积
极开放的心态拥抱数字生活。政府、
社会和家庭三方也可以形成联动机
制，对老年人进行公益性培训，通过
进社区、进养老院等形式，围绕社会

生活场景进行项目化学习，手把手教
老人们使用电脑、智能手机，使其掌
握基本操作技能，增强他们触网能力
和社区社会生活的参与热情，早日实
现“数字脱盲”。

科学技术“适老化”表面上看是
技术问题，实则是社会治理精细化
问题。互联网技术更深更广泛地嵌
入日常生活是大势所趋，但公共服
务更新换代不妨等待一下暂时跟不
上节奏的老年人，防止“一刀切”，
如可一段时间保留传统的渠道或提
供其他替代性的办法，给予他们充
足的选择和适应空间。对老年人的
态度，体现着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面对数字化浪潮给一些老年
人群体留下充足的适应时间，或者
是另一种可以弥补的渠道，这样才
不至于让老年人群体彻底陷入“数
字鸿沟”的困境。

【洞见】

用真情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吴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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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我不是说过了吗”“找领导去，我
管不着”“你看不懂汉字吗！”……日
前，北京市地方标准《政务服务综合窗
口人员能力规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
的政务服务禁用语引起热议。

该规范专门列出了政务服务综合
窗口人员的禁忌行为及禁忌用语，其中
就包括，“不行；不清楚；急什么，没看我
正忙着吗！怎么不说清楚；我不是说过
了吗？找领导去，我管不着；快点，我下
班了；有牌子，自己看清楚了再来；你看
不懂汉字吗！”对上述用语立规，令人眼
前一亮，引来不少网友称赞。

不必讳言，群众办事最怕来来回
回的跑路折腾和不近人情的言语。
面对百姓的不解和疑惑，一些窗口人
员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不仅对办事
群众爱搭不理，甚至还说出冷言冷

语。对群众的答复简单粗暴，看似轻
而易举，实则是在给群众出难题。要
知道，办事群众或许本就不熟悉办事
流程、不了解业务分工，在这种情况
下，听到这些寒心的话语，只能是感
到四处碰壁、灰心丧气。因此，上述
提到的政务服务禁用语，看似是小
事，其实却是伤人心的大事。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一些窗口
工作人员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没有

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
政务服务窗口是直接面向企业和

群众服务的第一线，也是优化营商环境
的重要阵地，更是企业和群众了解政策
的重要渠道。窗口人员的工作能力、服
务态度和精神面貌，直接影响着政府在
群众心中的形象。正因如此，窗口服务
人员的一言一行也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不少地方都针对企业和群
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等问

题，大力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探索出
“最多跑一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
办”“‘不打烊’网上政府”等各种措施
和办法。门好进、事好办、话好听，才
会让群众办事更顺畅、心情更舒畅。
能够从言语上立规，无疑是在政务服
务细节上下足了功夫，让政务服务综
合窗口工作人员有章可循，也是对服
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政务服务水平，老百姓的感受最真
切。“一句话的事儿”绝非是小事儿。政
务服务禁用语，是对窗口单位工作人员
的行为约束，也是对政府工作的鞭策。
希望这些规范和标准能够被更多地方借
鉴，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作用，
也希望服务窗口人员都能够时刻把群众
放心上，在语言中多些温情，对待群众多
一些耐心，让群众舒心办事、高效办事。

【来论】

“一句话的事儿”绝非是小事儿
◎杨玉龙

让严而紧快而实精而准成为新常态
—— 把 更 多 精 力 用 在 抓 落 实 上 ②

◎哈丽琴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把愿景变成实景，关键在于务实高效
地落实和不折不扣地执行

【街谈】

■画里有话

为政之要，重在执行、贵在落实。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
展新篇章，把愿景变成实景，关键在于务实高效
地落实和不折不扣地执行。

内蒙古实实在在打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系
列组合拳，下大力气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
弊，清理规范议事协调机构，解决“三多、三少、三
慢”问题，让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解脱开来，把更多精力用在抓落实上，全区上下
干事创业热情越来越高，干部队伍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作风在转、风气在变、干劲在涨。从开短
会、讲短话、写短文，到说实话、重实干、务实功，
各级干部在抓落实上下苦功、在求实效上比高
下。快行动、高效率、优实效正在成为内蒙古各
级干部干工作、抓落实的新气象、新常态。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尚存，严重浪费干部的时间和精力。当
下，我们并不缺少好的蓝图、好的政策、好的计

划，但一些工作在落实效果上大打折扣、劳而无
功，甚至事与愿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致使政令不畅、渠道不通，中间环节耗
占大量时间精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
飘飘，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以轰轰
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
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如此这般，工作岂能不

“打滑”、不“空转”？内蒙古正处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紧要关头，迫切需要畅通“中梗阻”、扫清“拦
路虎”，严之又严、紧而又紧纠治不良作风，减少
干扰掣肘，解开捆绑枷锁，让各级干部放开手脚、
轻装上阵，认真做事、敢于定事、全力成事。

良弓在手，贵在速发。工作没有效率，落

实便没有保障。迅速行动马上办、提高效率抓
紧干，方能干出事业、干出成效。提高工作效
率，就要立足一个“早”字，落实一个“快”字，抓
住时机、快速反应，立即行动、紧抓快办，只争
朝夕抓工作、争分夺秒赶进度，做到案无积卷、
事不过夜；就要突出一个“实”字，有真招、用实
招、出硬招，不找借口、不谈条件、不务虚功，雷
厉风行、立说立行、言出必行，力争干一项是一
项、办一件成一件。

爱因斯坦说：“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
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
钻透的地方钻许多孔。”科学研究中，立志“朝最
厚的地方钻孔”，方能做真学问大学问。我们干

工作也应如此。抓落实就应事不避难，敢于啃硬
骨头，在关键问题上精准突破，在短板问题上找
准对策。赤峰市以“书记项目”点对点精准发力，
重点工作得以破题、难点问题得以解决；包头市

“面对面”聆听企业需求，“零距离”为企业纾困解
难，让发展宝地、投资高地名实相符；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设“站着说话不腰疼”席，直面不足、剖
析改进，让干部在“红脸出汗”后“蜕皮重生”……
不遮丑、不避难，科学布局、精准施策，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顽瘴一个顽瘴地攻克，才
能一锤一锤地把工作落好凿实。

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实，方能善
作善成。抓落实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全区上下
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感恩奋进，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在
严而紧、快而实、精而准上继续努力、持续发力、
不断用力，把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出处】
（战国至秦）《晏子春秋·内篇·

杂下》

【原典】
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

夫子矣！”
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

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
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

【释义】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出自春

秋时期齐相晏子与大夫梁丘据的一
段对话。梁丘据非常敬慕晏子，一
次，他对晏子说：“我恐怕到死也赶
不上先生您了！”晏子说：“我听说，
努力去做的人通常可以成功，不倦
前行的人常常可以到达目的地。我
和别人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经
常做个不停、走个不停罢了，所以很
难被赶上。”

正是靠着这种执着进取的精
神，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晏子，成
为齐国历史上与管子并称的大政治
家。他衣着朴素，坐破车，驾驽马上
朝。他认为：“从轻不为进，从重不
为退，省行而不伐，让利而不夸，陈
物而勿专，见象而勿强，道不灭，身
不废矣。”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
传》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
执鞭，所忻慕焉。”

【启悟】
事虽难，为者常成；路虽远，行

者常至。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
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
在河上的桥梁。无论治国理政还是
兴家立业，起而行之、奋而为之、立
而干之，方是成事之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没有坐
享其成的收获，也没有一劳永逸的
事业。空唱高调，蓝图再好也不过
是画饼充饥；脱离行动，梦想再美
也不过是黄粱一梦。古人有言“心
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
习过，皆无用也”。人世间的美好
梦想，只有通过实干才能实现；发
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实干才
能破解；生命里的成功与辉煌，只
有通过实干才能铸就。

积 土 方 能 成 山 ，积 水 方 能 成
渊。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
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着、
懈怠者、畏难者。回首来时路，中
国号巨轮之所以能一路劈波斩浪，
飞天梦、航母梦、小康梦等中国梦之
所以能照进现实，靠的正是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科学巧干。干是行
动，苦是韧劲，实是态度，巧是方法，
做任何事情首先要端正态度，才能
用心去干，才能干出成效。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
写道：“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
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
者。”生活中，一些人埋头苦干，最终
收获了实至名归的成功；一些人左
顾右盼，到头来两手空空。幸福不
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
只有挥洒汗水走好每一步，脚踏实
地做好每件事，才能收获丰盈充实
的人生，赢得无限美好的生活。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常怀进取之
心、常践实干之行，勇做只争朝夕的行
动者、敢为善为的实干家。以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不进则
退的压力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一往
无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心无旁骛
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哈丽琴）

为者常成 行者常至

针对现阶段在一些农村地区仍存在高
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情况，全国妇联相关负责
人近日作出回应，要求各级妇联组织把推进
移风易俗作为参与基层治理、促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着力点开展工作，倡导文明新风，摒弃
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陋习。全国妇联还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移风易俗试点工作，进一步
总结探索妇联组织参与推进移风易俗的长效
机制和有效模式，以点带面推进工作，更好助
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移风易俗，移的是旧风，易的是陋俗。人
情要讲，但“人情歪风”必须整治。厚葬薄养、
天价宴席、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是打着
人情、传统的旗号，但却走形变异的风俗习惯，
美其名曰是讲礼数，背后却是攀比炫富、铺张
浪费、劳民伤财。久而久之，这些陈规陋习会
成为乡村振兴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过去在农村，高价彩礼难以禁绝，“无事
酒”“人情债”负担较重，铺张浪费现象时有
发生，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方也高度
关注。经过一系列治理，高价彩礼、人情攀
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
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勤
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更加浓厚，各地移风易俗
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很多
农村地方仍然存在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
规陋习。抓重点领域，抓突出问题，进一步
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势在必行。

弘扬文明新风，必须整治陈规陋习。各地
应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创建、乡村治理范畴，
充分发挥文明家庭示范带动作用，加强正向引
导，对农民群众的文明行为给予相应的精神和
物质奖励，集中开展农村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
动，有效激发农民参与移风易俗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不断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推动文明乡风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突出各个嘎查村的村民自治，强化以村
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形式推动移风易俗，
让农民群众主动参与、积极自治，在实践中提
高认识、转变观念，推动他们自觉移风易俗，树
良好家风、育淳朴民风、创文明乡风。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厚
植新风正气，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发挥带头
作用。在推进移风易俗过程中，应该强化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完善农村党员、干部带
头移风易俗的规定，严格落实农村党员、干部
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报备制度。广大党员、干
部应当带头执行相关规定，争做移风易俗的带
动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自
觉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同时要不断
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道德水平，让
农民的文明素养得以内化于心、外践于行，让
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在乡村蔚然成风。

农村移风易俗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绵绵
用力、久久为功。只有让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新风劲吹广
袤乡村大地，更好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
德和文化，才能更好地凝聚崇德向善、奋进
向上的精神力量，塑造农民精神新风貌，焕
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大力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潘铎印

三国时期，曹操要用兵，众将担心袁绍
“乘人后”。曹操说：“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
迟，必不动也。”袁绍最终败在了曹操手下，
与其出手慢有很大的关系。事实证明，胜利
的天平总是向那些有闯劲、敢立断的一方倾
斜。遇事迟迟不断，不会成事，只会败事。

歌德说：“长久地迟疑不决的人，常常找
不到最好的答案。”迟疑不决、犹豫再三，心里
反复想着最优解，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举棋不
定，就会让许多机会擦肩而过。干事创业应
当断则断，决不能像袁绍那样“见事迟”。办
事情三思而行是沉稳、远虑的表现，但如果一
味奉之为金科玉律，难免虑多迟断、议而不
决，最终坐失良机、丧失主动、落后于人。

实际上，梦想与成功之间只差跨越的勇
气，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成功，并不是因为缺少
智慧，而是因为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作为领
导干部，对认准的事就要横下一条心、拿出一
股子气，该拍板时就掷地有声，该定调时就力
排众议，该冲锋时就一马当先。迎难而上、知
难而行、克难而进，就没有翻不过的“火焰
山”、过不了的沟和坎。

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习惯按部就班的
节奏，缺少雷厉风行的劲头，遇事不敢拍板，生
怕拍板后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最后板子
打到自己身上。试想，如若领导干部遇到事便
犹豫不决、畏手畏脚，那么又怎能期待他们在
大事要事难事中冲锋陷阵、展现作为？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干事创业
贵在雷厉风行，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立说立
行，不拖、不等、不推，切实以快制胜。做任
何事，只要认为是对的，一定要立刻去做，千
万不能犹豫不决、拖泥带水。遇事冷静分
析，干事雷厉风行，决策明快果断，在机遇面
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风险面前积
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不计较个人得失，
受得起委屈，经得起考验，做到凡是有利于
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方能把握机遇、趁
势而为，把事情干好干成。

时间不等人，许多工作等不得、慢不得、
拖不得，有的重如千钧，有的还要提前谋划，
战机稍纵即逝。领导干部必须时刻充满战胜
困难、抵御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敢于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拿出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过
硬作风，以义无反顾、只争朝夕的工作态度，
向时间要效果、向速度要效益，这样才能在谋
发展、干实事、解民忧中闯出新路、谱出新篇。

干事创业贵在雷厉风行
◎李昱

【一家言】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近日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
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有 14 个门类，共有一级学科
117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这是我国第5版研究生
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自2023年起实施。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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