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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观察

共有精神家园

用好政策、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在藏粮于地上想办法，在藏粮于技上找出
路，持续用力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我们就能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的主
动权，为实现更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眼下，内蒙古秋收已
基本结束，希望的田野上颗粒满仓、成果斐然。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探索出盐碱地生态治
理新“稻”路，耐盐碱水稻连续 5 年亩产超千斤；
扎赉特旗应用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技术进行
种植，刷新我区大豆单产纪录；通辽市采用玉米
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玉米产量明显提升……
不断传来的丰收喜讯，彰显着内蒙古作为农牧业
大区的实力和底气，见证着全区各地“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生动实践。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来
说，粮食生产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作为全国 13个粮食重点生产省区、8个粮食
规模外调省区之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内蒙古
必须肩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近年来，内蒙古全
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始终坚持把粮食生产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高点站位定位、统筹谋篇布

局，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今年以来，内蒙古更
是积极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综合
运用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改变传统种田场景，以
科技创新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交出“丰盈大
国粮仓、保障粮食安全”的亮丽答卷持续发力。

藏粮于地是抓好粮食生产的根本保障。把
藏粮于地落到实处，既要稳住耕地面积，又要提
升农田质量。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采取

“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用途管制，规范
占补平衡，建立健全补充耕地台账，守护好我们
脚下的良田沃土。进一步做好“地”的文章，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耕地增产改造，通过深入挖掘
草原、森林、荒地和戈壁、沙漠潜力，多途径开发
食物来源，有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
经营，不断提升耕地质量以及耕地综合产能。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随着农业技
术和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内蒙古各地着力提升农
业各环节数字化水平，“智能农机+智慧农业”模式
真正从理论探索走到了田间地头。在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村民利用“北斗导航”精量播种，不但提高
了播种精准度和种植效率，还从源头上减少种子浪
费；在乌兰察布市的马铃薯种植基地，种植户运用
智慧“气象站”精细作业，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

产量；在通辽市开鲁县，无人驾驶拖拉机开进田间
地头，农民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土地利用率明显提
高。窥一斑而见全豹。北疆大地的生动实践表明，
科技是粮食生产的助推剂，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
略，找准种子、设备、农业技术突破点，把农业科技
运用到粮食生产各领域各环节，“中国碗”里的“塞
外粮”才会装得更多更满、成色更足更好。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
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提出要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提升国家重要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综合生产能力，这为我区进一步
把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得量大质优
提供了政策支持、注入了强大动力。用好政策、
抢抓机遇、发挥优势，在藏粮于地上想办法，在藏
粮于技上找出路，持续用力扩大数量、提高质量、
增加产量，我们就能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的主动
权，为实现更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藏粮于地上想办法 在藏粮于技上找出路
◎籍海洋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成为一种热
门消费方式，商家以预付优惠吸引消
费者，往往预付越多优惠也越多。但
本该是“双赢”的消费模式，却在实践
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交款容易退款
难、表面优惠实际吃亏等问题困扰着
不少消费者。

预付式消费通常是指消费者预先
支付价款给经营者，经营者在约定期内
分次或者分阶段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服务的行为。作为新型消费模式，预付
式消费因具有价格优惠力度大、扣费方
式快捷方便等优势，已在美容美发、健
身美体、汽车美容、餐饮及教培等行业
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消费模式。

但也要看到，现实中一些商家和
经营者以免费体验和高额折扣优惠
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消费者购买预付
消费卡后，才发现服务不尽如人意。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提供不公平、不合
理的合同条款，比如：限制消费者的

权利，故意减轻、逃避损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后应承担的责任；消费者要求
退卡时，商家却声明“一经售出，概不退
款”；更有一些消费者跌入不法经营者
设下的“借机诈骗、携款外逃”的陷阱。
究其原因，相关法律缺失，发卡单位资
质、发行规模等无明确限制，经营者诚
信缺失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导致预
付卡销售处于无序状态。同时，违法
成本低以及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导致
经营者有恃无恐、消费者维权艰难。

随着共享经济、知识经济等经济
新形态的加速兴起，预付式消费覆盖
领域越来越广，消费者权益保护难度

增加，引发的消费纠纷更是屡见不
鲜。一些不法分子和无良商家甚至
将预付卡当作骗取钱财的工具，以种
种优惠为诱饵，吸引消费者购买，然
后卷款跑路，不少消费者投诉无门、
维权艰难。这些预付式消费的种种
乱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也影响了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对此，
不少地方虽想方设法加强了对单用
途预付卡的监督管理，但收效甚微。
拿起法律武器，下重拳治理预付消费
乱象变得刻不容缓。

为 预 付 卡 消 费 套 上 法 律“ 紧
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发售

单位资格、责任义务、违约责任、监督
管理等内容，规范预付卡消费行为准
则，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并对预付式
消费模式进行全面规制，给预付式消
费扎上法律的篱笆。加强监管执法，
加大对欺诈行为和不良商家的约束和
惩处力度，出重拳、下猛药治理预付费
乱象，提高经营者恶意侵吞预付款的
违法成本，实施信用体系联合惩戒，加
强对失信行为的制裁和遏制，持续健
全制度机制，从源头遏制预付卡消费
乱象，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还需要相关部门坚守
责任、公正监管、严格执法，宣传引导
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价
值理念，营造和谐稳定、安全有序的
市场环境，促进预付式消费模式持续
健康发展。当然，消费者也要谨慎选
择预付式消费方式，提高警惕、擦亮
眼睛，科学理性购买预付卡，切莫因
贪图便宜而落入消费陷阱。

【来论】

为预付式消费套上法律“紧箍”
◎潘铎印

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深入
开展。检视整改既是主题教育的一
项重要内容，更是推动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的重要举措。检视整改的成效，
最能反映主题教育的成色。广大党
员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检视整改
上狠下功夫，以不遮不掩的态度、以
刮骨疗伤的决心、以抓铁有痕的毅
力，把脉问诊、对症下药，真正让检视
整改检到底、改到底。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检视
整改，找准问题、正视问题是前提。
在检视整改上狠下功夫，要先给问
题搭好戏台，让问题当“主角”。这
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彻底破除

“捂盖子”的思想，给问题开好大门，
及时让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等 各 类 问 题 露 出 苗
头、浮出水面，继而逐个击破、彻底
整改。其次，还要自觉摒弃讳疾忌

医的错误心态、卸下丢丑丢脸的思
想包袱，以不遮不掩的态度、以家丑
外扬的气度，主动出击，深挖细查，
对 单 位 和 个 人 进 行 一 次 全 面“ 体
检”，找出积存已久的“囊肿”与“梗
塞”，让顽瘴痼疾无所遁形。

在检视整改上狠下功夫，就要奔
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刮骨疗伤
的决心，由浅入深去顽疾。只讲问题
不讲整改，只能让问题浮于表面、停
在原地，检视半天也没用。因此，决
不能止步于问题查摆，更要把“改”字
贯穿检视整改始终，对检视查摆出来
的各类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深挖根

源、找准症结，分类拉出清单。对照
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人、整
改时限、整改要求等，强化整改落实，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坚决防止虎头
蛇尾、久拖不决，坚决防止搞纸上整
改、虚假整改，坚决防止大而化之、隔
靴搔痒，坚决防止避重就轻、避实就
虚，确保整改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不
务虚功，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推
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制度，最管全局、最是根本、最为
长远。在检视整改上狠下功夫，就要
将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在建章
立制上见长效，以抓铁有痕的毅力，

由表及里治病根。广大党员干部要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边实践、边
总结，将检视整改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要围绕关键问题、锁紧关键环
节、堵住关键漏洞，并将一些好做法
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对反复出现的问题，要注重从规律上
找原因；对普遍出现的问题，要注重
从制度上找原因；对多点发生的问
题，要深入研究其规律性。总之，举
一反三、查漏补缺，以久久为功的韧
劲，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织密织
牢制度笼子，力求实现标本兼治，才
能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

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
莫少停一棹。检视整改决不能松劲，
仍需继续狠下功夫。广大党员干部
要把检视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
改，真正推动检视整改走深走实，切
实写好主题教育后半篇文章。

【洞见】

在检视整改上狠下功夫
◎孙娅楠

【一家言】

【街谈】

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
领导干部担负着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动员
群众的重任，用什么样的语言跟群众对话沟
通很重要。只有会说、多说、善说大白话，把
话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才能拉近与群
众的距离，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好地
开展工作。

最简单朴实的表达，往往蕴含着最深刻
的道理。人民群众最烦的就是空话、套话、
官话，讨厌虚头巴脑的附庸风雅，反感逐字
逐句的照本宣科。故弄玄虚、高深莫测，云
里雾里、虚头巴脑，这样讲大道理好讲，但老
百姓不好懂不好记。给群众说“换位思考”，
他们可能听不懂，但说“板凳换了坐”，大家
就听得懂。大白话，话语直白、深入浅出、朴
实形象，大家也想听、爱听、愿听，往往觉得
很过瘾、很解渴、很兴奋，自然能产生强大的
感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

毛泽东同志是讲通俗易懂话的高手和
典范。当年，他逐字逐句修改《施政大纲》，
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
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
的钱不要还”。一次讲话时，他把日本侵略
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正面和它直
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
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
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
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
的笑声中明晰了党的革命策略，增强了战胜
日寇的坚定信心。

基层 和 实 践 是 群 众 语 言 最 生 动 的 课
堂。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沟通，老
百姓才会真正接纳你，相互之间就没有距
离感，就会很融洽，达到相谈甚欢的效果。
领导干部多到群众家中揭揭锅盖、多到田
间地头拉拉家常、多到生产车间问问情况，
到基层去的次数多了，在群众中待的时间
长了，脑子里装进的群众语言就会丰富起
来。与群众交流、为群众办事就要善用群
众语言，在讲大白话、讲土话中与人民群众
真正结合起来，让政策方针在人民中间生
根开花。

语必关情方入脑，话须通俗才传远。迈
向新征程，领导干部要以真诚换真心、以信
任换信赖，多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
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
事实，将官话套话转化为大白话，多讲与群
众心贴心、接地气的话，让百姓信服、群众认
同，从而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多讲接地气的大白话
◎向岳

公共交通是老年人日常出行的常用方
式。最近，成都开通了“适老公交”专线，不
仅设置了低地板、软座椅，还配备了装有放
大镜、口罩、老年常用药品的便民箱，整车
标识也采用了方便老年人识读的大号字
体。如此暖心精细的“适老公交”，不仅让
成都市民觉得巴适，也引来其他地区市民
的羡慕目光。

长期以来，老年人免费乘公交引发争议
不断。有人认为，老人免费乘公交，加大了
上下班高峰的拥挤，影响了上班族的乘车体
验，且常因为是否让座引发争执，建议取消
老人免费乘公交政策。有人则认为，老人的
免费乘坐权益是一种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他
们的回报和关怀，对老年人而言，交通是联
系亲友、参与社区活动、获取必需品等的重
要手段，取消免费乘坐政策将增加他们的交
通负担，削弱他们的出行能力。对此，一些
城市出台规定，工作日高峰时段对老人不予
免费乘车。

破解出行难题，还得从问题导向和需求
导向出发，寻求创新思路和举措。早晚高峰
期，不仅年轻群体上下学、上下班是刚需，老
人买菜、接送小孩上学放学也是刚需。工作
日高峰时段对老人不予免费乘车，或许减轻
了年轻人的乘车压力，但老人不帮着做饭、
接送孩子，则增加了年轻人的家务压力。如
何做到两全其美，衡量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
智慧，考验着公共服务的绣花功夫。

早在 2018 年，南京公交就率先打造了 2
条敬老线，到今年 7月已经推出 8条敬老线，
车厢内设置敬老专座，放置便老物品，线路
围绕社区、医院、学校、批发市场等地。成都
的“适老公交”则更进了一步：驾驶员选用的
是星级驾驶员；车辆是专门定制的，能更好
地避免老年人摔倒；座位是软皮座椅，车厢
内还腾挪出专门的无障碍空间，并设置了安
全带用于固定轮椅；线路周边小区聚集，还
途经菜市场、医院和小学。

事实上，老人出行主要有两种需求，一
是生活需求，二是社交需求，“适老公交”恰
恰满足了这两种需求。同时，还从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高峰期与上班族同挤公交的压
力。可以说，“适老公交”用精细化治理满足
出行需求，以贴心的适老化服务彰显关爱温
度。这样的城市治理举措值得点赞，更值得
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多方面服务需
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近年
来，我们从面向困难老年人逐步拓展到全体
老年人，从保基本、兜底线到满足老年人多
样化、多层次的需求，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探索健康老龄化的“中国方案”。这就
更需要以便民为出发点，以利民为立足点，
以惠民为落脚点，下大气力不断探索更精细
更暖心的城市治理方案。

“ 适 老 公 交 ”
让老人出行更暖心

◎丁慎毅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研究制定了《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指南（试行）》，
并对外公布。指南遵循全面性、准确性、时效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对医疗卫生机构在居家和社区环境下所提供的
医养结合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作出规范。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医养结合服务指南

【出处】
古格言联（河南内乡县衙楹联）

【原典】
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尊其所

闻，行其所知。

【释义】
在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悬有一

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
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是对上联的
化用。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
（1304年），后经明、清两代多次修
缮扩建，逐渐形成了一组规模宏大
的官衙式建筑群。内乡县衙有许多
楹联、匾额，语言朴实，含义深刻，集
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官德思想和执
政理念。

这副楹联上联的意思是，真正
廉洁的人，不会讲自己如何清贫；真
正勤政的人，不会抱怨自己如何辛
苦。下联的意思是，君子崇尚他所
听到的善言，努力践行自己所认知
的理念。

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向来为儒
家思想所提倡，是历代为官从政者
应具备的品德。真廉洁者，从不言
贫；真勤政者，从不言苦。知行合
一，行胜于言，才是为官之道。

【启悟】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道出了

为官从政需要正确面对和把握的两
个重要问题，即廉政和勤政。

“廉者，政之本。”清正廉洁是为
官者不可逾越的底线，对为官从政
者来说，是安于清贫还是追求富贵，
往往决定其如何做事、如何用权，影
响其仕途荣辱及成败。为官不廉，
常为利益所惑、为金钱所动，就很可
能会突破底线、超越法治、摆脱约
束，就会产生负面效果。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思想
有了杂质，信念产生动摇，就可能产
生贪腐念头，这尤其需要党员干部
警惕。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必须
能够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只有将

“廉”字常念于心、身体力行，始终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到严以修
身、严于律己，自觉做到秉公用权、
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不假公济
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方能培
养浩然之气，守住为官从政之本。

“勤”字要求为政者要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为工作尽
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为官
从政就意味着肩上挑起了沉甸甸的
责任，承担的压力自然要比别人大，
属于个人的时间也要比别人少。要
想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好干部，必
定需要多吃苦、多受累。

为政不勤，就会无所作为。有
的干部多工作一点就喊累，遇到一
点困难就退缩，只想舒舒服服过日
子、轻轻松松占位子；有的干部只想
要官职不愿做实事、只想要权力不
想担责任，吃不下苦头，下不了苦
功，做不了苦差事，这样的干部肯定
无法干出一番事业，也无法得到群
众的认可。

无非分之欲，无过分之求，才能
干好事、干成事。切实当好人民公
仆，必须做到思想上清正、政治上清
白、经济上清廉、作风上廉洁。无论
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始终保持
廉洁的政治本色，清白为官、干净做
事、老实做人，更要勇于担当、善于
作为，甘于吃苦、乐于奉献，以进取
的精神、昂扬的斗志、负责的态度创
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袁宝年）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

■画里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