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30日 星期四

责编/版式 密 丽时 评06

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将推广

“四下基层”作为重要抓手，以解决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为着力点，将

“四下基层”的任务要求落实到各项重

点工作之中，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把“四下基层”作为重要抓手，调

查 研 究 就 得 直 奔 问 题 去 ，注 重“ 小 切

口”，实打实拿出具体对策，推动从解决

“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随着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要组织广大党员干

部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

视整改同强化宗旨意识、呼应群众需

求、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实打实地

研究提出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特别

是对过去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反映集中

的问题，要系统梳理、找准症结，重点查

摆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幼、住房、

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的问题，为后续攻

坚提供精准靶向。只有解决好这类问

题，检视整改成效才能赢得群众认可。

第二批主题教育参加单位同群众

的联系更直接，面对的矛盾问题更复

杂，群众期待解决的问题更具体，因此

功夫要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人民群

众满意不满意，是评判主题教育成效的

根本标准。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

入群众访民情、畅通渠道听民意。群众

处在各项生产、生活的第一线，对具体

问题和矛盾体会更真切。要想知道群

众真正的所思所想，有哪些所盼所忧和

意见建议，就必须确保群众的声音能够

听得见、听得清。特别要将领导干部下

访和接待群众信访、倾听群众诉求作为

发现问题的重要途径，用好民生热线，

从中梳理焦点难点问题，形成全面、准

确、有分量的问题清单，采取动态管理、

滚动销号的方式进行整改。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第二批主题教育更加贴近群众，检

视整改更需要依靠群众。基层工作好

不好，哪些方面还有欠缺，是否达到预

期效果，党员干部不能靠主观臆断、凭

空想象，而是要积极转变作风、放下架

子、俯下身子，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转

换角色，主动深入到田间地头、厂矿机

房、社区街道，以及各类新经济组织等

最基层，虚心倾听群众心声，“沾泥带

土”发现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有的放

矢地加以解决。这样才能践行党的根

本宗旨，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

众，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

到群众心坎上。

工作成效“成色”足不足，人民群

众心里有杆秤。开展主题教育，群众是

出卷人、阅卷人，党员干部是答卷人。

主题教育要注重实效、解决问题，就是

要答好这张考卷。群众难满意的工作，

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也是工作中容

易存在问题的薄弱环节。领导干部要

主动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

不开局面的地方去，紧盯群众反映强

烈、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聚焦平时工

作中最担心、最怕出事的问题。还要善

于抓住典型案例，在“解剖麻雀”中以小

见大、刀刃向内分析问题、举一反三解

决问题，通过“解剖一个问题”、“解决一

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同时“咬

住”难题不放，坚持一抓到底、不解决不

罢休。

要让人民群众满意，党员干部就要

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强化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严实作风，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抓实干、担当作

为，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样翻新，实实

在在办好惠民利民实事，用实干推动发

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第二批主题教育期间，要更加

注重开门搞教育，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

众监督，邀请群众评价，对群众不满意的

及时“返工”“补课”，力求取得更多扎实

成效，向群众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以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新华社记者 王亚宏 高健钧

全 红 婵 再 次 刷

屏！在日前进行的

2023 年 全 国 跳 水 锦

标赛女子 10 米跳台

决 赛 中 ，陈 芋 汐 夺

冠 ，全 红 婵 获 得 亚

军。赛后有观众现

场质疑裁判，网上各

种版本的“黑幕”更

是层出不穷，引发网

民 关 于 体 育“ 饭 圈

化”的热议和抵制。

“饭圈”现象起

源于娱乐圈，其显著

特征之一就是“爱豆”必须无往而不

利。一旦“爱豆”的表现没有达到预

期，一些人就会认为，必有“黑幕”，一

些非理性的声音会瞬间甚嚣尘上。“饭

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侵扰他人隐

私。

体育“饭圈化”存在已久。此前，

樊振东、王楚钦和杨舒予等知名运动

员曾公开呼吁抵制这一现象。这一

次，作为全红婵的师兄，跳水奥运冠军

何冲也批驳“全红婵被压分”的说法，

表示“饭圈化的思维和言行十分可

怕”。

体育“饭圈化”对体育项目的推

广和运动员的成长而言，有百害而无

一利。首先，公众的关注点发生偏

移，对于运动项目本身的关注减少，

只聚焦场外情况发出莫须有的恶意

猜测，不利于运动项目推广和可持续

发展。其次，给当事运动员以及相关

人员造成困扰，增添思想负担和心理

压力，降低自我反省和学习的能力，长

此以往不利于提高竞技水平和良性竞

争。更深层次的危害则是打击了我国

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社会各界努力

打造的“公开、公平、公正”以及“道德、

风格、干净”的赛事环境被视而不见。

当前，刹住体育“饭圈化”之风，

为体育事业发展营造风清气爽的舆

论环境十分必要。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就是难以

预知结果，拼的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决

不言弃的坚毅品质。作为看客，我们

每个人有支持和喜爱某位运动员的

权利，但这种支持和喜爱应该出于理

性，且有一定边界，要学会理性看待

运动员的表现和输赢。

运动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运动员

正是通过一次次的成功和挫折考验，

不断汲取经验教训，继续前行。我们

希望运动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外界

言论时，能守住初心、保持“人间清

醒”。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运动

员很难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外界

的过度追捧和盲目讨伐，容易让人产生

错误认知。一些平台在类似事件中应

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相关话题的传播和

发酵，不能“作壁上观”坐收流量红利。

两年前，中国奥委会曾经发布声

明，号召社会各界尊重运动员个人权

益，理性追星，避免不当言行，坚决杜

绝“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

作为体育爱好者，我们应尽可能

提供更多正能量的“阳光雨露”，助力

运动员“茁壮成长”。

体育“饭圈化”当休矣
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周欣

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

《地理·中国》栏目联合青海省广播电视

局摄制的纪录片《青海·人与自然的大

地欢歌》在《地理·中国》栏目播出。画

面里，冰川雪山、草原草甸、森林灌丛、

河流湿地、野生动物……向观众展示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

本条件，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青海位

于“地球第三极”，不仅是国家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北半球气候敏感

启动区、全球生态系统调节稳定器和

高寒生物自然物种资源库。习近平总

书记对青海工作始终高度重视，提出

“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

生态文明高地”的重大要求。

青海千山堆绣、百川织锦，是一

块举世瞩目的大美璞玉。这大美璞

玉，美在生态，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指出：“建设生

态友好的现代化新青海，必须坚定地

扛起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

的历史责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坚

持生态保护优先，坚持一切产业、经济

活动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生态良性发

展，举全省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在青

海，守护生态安全无过就是功，加快高

质量发展无功就是过。”

青海的生态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关乎中华民族未来，我们要时刻铭记，

保 护 好 青 海 的 生 态 环 境 是“ 国 之 大

者”。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自觉，也要

有这样的行动自觉。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指引下，青海坚决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海工作特别是生态保

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开展全方位、

全过程、全地域系统治理、保护生态环

境，“中华水塔”更加坚固丰沛，国家公

园建设走在前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

筑牢，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绿色低

碳转型步伐加快，全省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从三江源

腹地到青海湖流域，再

到被誉为“中国西部生

态 安 全 屏 障 ”的 祁 连

山，藏羚羊、普氏原羚

种群数量和青海湖裸

鲤资源蕴藏量持续恢

复，青海湖夏候鸟从过

去四类增加到五类，监

测到的水鸟种类也在不

断增加，而且还在祁连

山先后监测到衡量生态

环境好坏的标志性动物

荒漠猫、兔狲、猞猁等。

行走在旷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景象不仅展

现在纪录片的画面中，

而且也呈现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里。

我们要深刻认识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统筹推进高质

量 发 展 和 高 水 平 保

护。因为绿水青山既

是 自 然 财 富 、生 态 财

富，又是社会财富、经

济财富。我们要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

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

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建设上持续发力，不断以生态的“含绿

量”提升经济发展的“含金量”，积极探

索走出一条社会生产发展、居民生活富

裕、生态保护良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力拥抱伟大时代，回

报青海人民，回馈脚下这片热土。

前进路上，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切实肩负起保护生态

的政治使命，以“懂青海、爱青海、兴青

海”的情怀和行动，始终承担好维护生

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

的重大使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画卷。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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