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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厉行勤俭节约是中央八项规定

的重要内容，也是需要久久为功的

长期任务。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务必狠刹浪费之风，以优良党

风凝聚人心，引领“浪费可耻、节约

光荣”的社风民风。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

的传家宝，是事关“修身”“兴业”的

大事。浪费之风，不仅造成社会财

富损失，还严重损害党的形象、败坏

社会风气。

整治清理“舌尖上的浪费”“车

轮上的铺张”“超标的公房”……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上率

下，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奢靡之风，党

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同时也要看到，奢靡浪费等作

风问题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反复性。

当前，虽然明目张胆的浪费少

了，但改头换面的超标接待、

违规吃喝等仍未绝迹，讲排

场、比阔气的不良心理仍然存

在。小到材料打印、办公用品

购置“花公家钱不心疼”，大

到突击花钱、超标准支出“不

花光就是浪费”等现象，在一

些地方还较为突出。

狠刹浪费之风，必须一手雷霆

手段，一手长效施策。要对标对表

深入查摆问题，尤其要查摆浪费的

新变种、新形式，并主动接受群众和

社会监督，做到立查立改 、即知即

改；要充分运用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对生活奢靡、铺张浪费、贪图享乐等

现象及时警示 、及时查处 、及时治

理；要向制度要动力，进一步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向铺张浪

费说不。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狠刹浪

费之风，更要筑牢节约意识。广大

党员干部务必坚持以俭修身、以俭

兴业，从一餐饭、一瓶水、一度电、一

张纸做起，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争

做勤俭节约的标杆，永葆共产党人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注重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

是确保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途径。无

论是查摆问题还是集中整治，都不

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听取群

众意见呼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

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

民，推动作风建设持续向好。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

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推进党

的作风建设，群众不是旁观者，而是

参与者、监督者和阅卷人。群众对身

边不正之风感受最真切，对作风建设

成效评价最客观。在学习教育中，让

群众广泛参与，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

思所盼，精准发现问题苗头和隐患。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群众“身边小事”就是作风建

设的“大事”，群众呼声意见就是最

真实的“晴雨表”。党员干部要以

“入山问樵、遇水问渔”的谦逊心态，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从群众“牢骚

话”中掌握真问题，在群众“家常话”

里寻找真方法，让问题查摆更精准、

集中整治更有效，让政策制定更接

地气、整改措施更贴民心。

群众参与是作风建设的源头活

水，群众监督则是作风建设的锐利

武器。近年来，各地畅通监督渠道，

群众的“火眼金睛”敏锐发现了一批

问题。面对作风建设中的顽瘴痼

疾，要更加畅通监督渠道，让群众监

督无处不在，贯穿于作风建设全过

程，使党的作风建设制度优势更好

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以“群众满不满意 、高不高

兴、答不答应”为标准，让群众成为

参与的主体、监督的眼睛、整改的镜

子、评价的尺子。要以作风建设新

成效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

护，让八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焕

发更加璀璨的光芒。

浪费之风务必狠刹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

注重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省委十四届八次全

会向全省发出坚定信心、

实干争先的号召，强调必

须进一步形成想干事、能

干 事 、干 成 事 的 浓 厚 氛

围。贯彻落实好省委十

四届八次全会精神，组织

部门应找准服务中心大

局的着力点、切入点，围

绕实干做足文章，更好激

励干部担当干事。

树 立 鲜 明 导 向 ，营

造干的氛围。用一贤人

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

蔚然成风。落实好“公道

正派用人、用公道正派的

人，用好的作风选人、选

作风好的人”的要求，凭

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

雄，统筹用好职务职级资

源，大力选拔政治过硬、

锐意改革、敢于担当的干

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

干事创业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

察，拓展政治素质纪实档案的内涵外

延，全面客观准确评价干部，确保选出

的人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严格履

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实施违规干预干

部选拔任用登记和责任追究办法，扎实

推动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问题整改，力

求每个细节都规范严谨。推进领导干

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对不作为慢作为、

不宜担任现职的干部坚决调整，凝聚有

为有位、无为让位的思想共识。

注重考准察实，激发干的活力。

精准识别、全面了解干部，是量才授

任，精准科学配置干部资源的前提。坚

持把知事识人的功夫下在平时，健全日

常调研和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工作机制，

用好大范围谈话调研的有效手段，深入

基层一线近距离了解干部担当干事、履

职尽责的情况，确保中心工作推进到哪

里，干部工作的探头就延伸到哪里。改

进政绩考核评价办法，优化指标体系，

坚持考人与考事相结合，将考评结果与

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等

挂钩，切实做到优秀者优先，吃苦者吃

香。加大干部交流使用力度，有针对性

补齐专业性干部缺口短板，及时把有潜

力的干部放到关键吃劲岗位历练，不断

优化班子结构，提升整体功能。

坚持严管厚爱，强化干的保障。

越是担子重，越要爱护挑担人。落实好

“组织一心一意想着干部，干部一心一

意想着工作”的要求，把从严监督管理

和鼓励担当作为结合起来，切实为担当

者担当，为实干者撑腰。用好干部监督

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拓宽监督渠道，注

重加强对“一把手”、年轻干部和重要

岗位干部的监督，落实领导干部咬耳扯

袖实施办法，不断织密全方位管理和经

常性监督网络。常态化纠治政绩观偏

差，加强教育引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

任期制度，探索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

变动交接的务实举措，引导干部静心谋

事、安心干事。落实关心关爱干部的政

策制度，着力解决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

艰苦地区干部的实际困难，激发干部干

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落实“三个区

分开来”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注

意宽容“有失误”的干部，用心关爱“有

包袱”的干部，着力破解“不敢为”的问

题，激励干部迎难而上、跳起摸高，形

成争先晋位的良好势头。

来源：青海日报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当前民

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勉励

民营企业“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

心，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神”。

民营企业在我国企业总量中的占

比超九成，贡献了 70％以上的技术创

新成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要坚定大有可为、必有所为

的信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信心，源自民营经济的

时代机遇和广阔舞台。我

国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

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

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

完善，14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

模市场潜力巨大，这些都给

民营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和

发展舞台。数字经济、绿色

经济、生命健康等新赛道不

断涌现，也为民营经济发展打开了星

辰大海般的想象空间。

信心，源自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

新力。民营经济拥有与生俱来的市场

基因，当技术变革浪潮汹涌来袭，创新

者争相驶向“新蓝海”。从国产 AI 大

模型赋能产业链，到人形机器人惊艳

全球，都印证着民营经济规模实力、创

新水平、市场竞争力的大幅提升。新

征程上，民营经济必将为推动科技创

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作出更多

贡献。

信心，源自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充

分保障。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

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

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

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气力解

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

系列重要举措彰显党中央对民营经济

发展的支持一以贯之，为广大民营企

业奋勇创新、搏击风浪注入“强心剂”。

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

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

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

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只

要坚定信心、团结一心、鼓足干劲，就

一定能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

到光明、看到未来，不断开创民营经济

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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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未来可期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