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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华北南部、黄淮、江淮

及湖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五成以上，气

温持续偏高，土壤失墒加快，旱情

迅速发展。目前，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已经启动抗旱四级应急

响应，水利部针对河南河北启动

干旱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段

时间，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持续高

温少雨，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

正所谓“水冲一条线，旱灾一大

片”，高温叠加干旱，给城乡生产

生活特别是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不容小觑。当务之急是做好水资

源的开源节流、科学调度，确保城

乡居民饮水安全，以及规模化养

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全力保障

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比如

农业方面，大水漫灌已不现实，小

水浅浇、微喷带、滴灌等多种灌溉

方式都可以使用起来。

旱情刻不容缓，灾情就是命

令。正在发生旱情的地方，必须

严格落实抗旱责任制，做好预报

预警、水量调度、农业技术指导等

工作。有关领导干部不妨多下沉

到 第 一 线 和 最 前 沿 问 计 问 需 问

难，找办法、出对策、救急难，以周

密部署、务实作风确保抗旱保供

水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越是面临

干旱严峻形势，越是需要合理利

用水资源。各地必须树牢“一盘

棋”思想、强化大局意识，服从指

挥科学合理调配江河、水库等各

类水源，切实打好抗旱“主动仗”，

守好民生“水位线”。

水利关乎农业命脉，建好用

好水利设施，农业才能真正摆脱

靠天吃饭的命运。从长远看，我

们还需要继续实施防汛抗旱水利

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

系，把防旱抗旱设施建设纳入到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中 统 筹 部 署 实

施。让“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

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多

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

我国水资源本就总量不足、

人均占有量更少，而且存在地域

分布不均的突出矛盾，水资源短

缺 已 成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瓶 颈 制 约 。 从 根 本 上 缓 解 供 需

矛盾 、应对干旱挑战，要坚持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推

进水资源总量管理 、科学配置 、

全面节约、循环利用。深入实施

国家节水行动，发展节水产业，

建设节水型社会，必须落脚到日

拱 一 卒 、步 步 为 营 的 实 际 进 展

上 。 容 易 发 生 极 端 干 旱 问 题 的

地方，务须严格落实“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的“四定”要求，大力推动农业、

工业 、城镇等重点领域节水，向

节约用水要空间，向集约用水要

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

旱情牵动人心，不少热心人

士都在想方设法行动起来。建设

节水型社会，需要每个人在节约

用水上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人

人参与进来，养成爱水惜水意识，

践行节水行动，选用节水产品，有

效减少“跑冒滴漏”“长流水”等现

象，必能全力推动用水方式由粗

放低效向节约集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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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抗旱保供水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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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熟人朋友，放开喝

没事”“喝的不是酒，是面子和

感情”“只要不收钱，吃点喝点

不算什么”……这是记者在地

方基层调研时听到的论调。这

些论调有的以“小事小节”视

之，有的以“人情世故”为借口，

有的以“安全私密”作保证，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折射出“四

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整治违规吃喝

要坚持严的基调，对顶风违纪

行为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问

题创新监督方式精准识别。

一顿饭、一杯酒，看似稀松平

常，以党纪党风来考量却“兹事体大”。公款

吃喝、超标接待、借办酒之名敛财、违规收受

名贵烟酒……不管是一些“落马”官员的腐败

堕落情节，还是各级各地通报的违规违纪典型

案例，都不乏“由风及腐”的教训。事实证明，

餐桌酒桌不清朗，就会污染到办公室、会议室，

正应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嘴都管不住，哪

能管住心？

一直以来，广大群众对违规吃喝问题深

恶痛绝，也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难点、焦点

之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违规

吃喝问题高度重视、三令五申，制定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严肃整治“会所歪风”“舌尖腐

败”等突出问题，既高压震慑、重拳出击，更

由表及里、标本兼治。通过扎紧制度笼子，

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几十个文件管不住

一张嘴”的局面得到扭转，违规吃喝等现象

得到有力遏制。但也应看到，违规吃喝背后

的“土壤污染”并未完全清除，“吃公函”“吃

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问题仍时有发

生，仍须紧盯不放、寸步不让。

根治违规吃喝，需要看到背后更值得深

究的复杂原因。“饭”是违纪表象，“局”是问

题关键。从查处的案件来看，“以饭为局”请

托办事、搞利益勾兑的情况较为常见。违规

吃喝的背后，往往有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

政治生态问题。对此，须高度警惕，要从思

想教育、制度建设、监督执纪等多方面系统

施治、常抓不懈。

各级组织要用好纪律教育有力一招，以深

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推动各地各部门梳

理相关政策规定，织密织牢预防和监督体系；要

严肃查处和通报典型案例，用好以案释纪、以案

促改，形成强有力震慑，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

广大党员干部要思想认识到

位，谨防掉入“酒杯一端、坏

事开端”的陷阱和泥淖，

要行动示范走在前，

自 觉 对 违 规 吃 喝

“说不”，坚决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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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外的事务性工作明

显减少了，我们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投入教学。”今年一季度，江苏

宿迁各类“进校园”事项同比下降

85%以上，当地一名小学教师道出

非教育教学负担减轻带来的正向

变化。在宿迁，过去，一些学校各

类评比考核创建事项、宣传推广

活动等多而杂，如今，这些活动的

总量、时长被严格限定，教师得以

更加专注于教书育人、呵护学生

成长。

为教师减负，就是为教育增

效。前不久，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

组秘书组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社

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专项整治工作作出部署。各地结

合实际细化本地区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着力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办学有规律，教师有主业 。

做好教书育人工作，需要教师俯

下身来与孩子交流，静下心来思

考教学。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在

一些地方，部分与教育教学无关

的社会事务被布置摊派给中小学

校和教师，干扰了教师的本职工

作，妨碍正常教学秩序。此次专

项整治工作，聚焦社会事务进校

园这一学校和教师反映突出的问

题，其目的正在于营造教育教学

良好环境，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

负担。

哪些任务确需教师参与，哪

些应坚决杜绝？规范社会事务进

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首先要

破解“把关难”。福建厦门市教育

局提出，在各类城市创优评先工

作中，不得安排教师进行校园外

绿化清理、上街执勤、整治环境等

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云南省

教育厅印发 2024 年进中小学校省

级事项清单，各部门申报的 115 项

事项被合并减少至 8 项……目前，

各地落实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明

确进校园活动准入标准，同时，建

立审批报备制度，严控省、市、县

三级社会事务进校园总量，建立

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为教师减负，既要规范入口，

也要规范过程。给教师带来无谓

负担的，既包括各类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活动和工作随意进入校园

的问题，也包括社会事务进校园

过程中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

问题，如滥用应用程序、打卡、接

龙、做题、拍照等。不妨考虑将进

校园活动与学科教学、班团队会、

校园文化建设等学校日常教育和

管理工作有机融合，严控活动范

围和时长，提升活动质量，增强育

人实效。

让减负“看得见、摸得着”，一

方面，要立足“减负”看“减负”，注

重建立监督管理长效机制，通过

监测、核查、通报等方式，常态化

规 范 社 会 事 务 进 校 园 。 另 一 方

面，要跳出“减负”看“减负”，扭转

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持把

立德树人成效作为评价学校的根

本标准，把认真履行教育教学职

责作为评价教师的基本要求。同

时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健全办

学管理机制，激发中小学办学活

力。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

起来，才能更好激励教师肯干能

干做出成绩。

“我想安安静静地教书”“最

让我专注的就是上课，最让我感

到满足的就是学生的进步”……

教师们朴素心声的背后，有对教

书育人的热情，有对更加专注于

本职工作的期待。切实减少对中

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

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方能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培育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学生。

来源：人民日报

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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