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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森林草原春

季防火紧要期。清明假期前

后，祭扫、郊游踏青等活动也

进入高峰，稍有不慎便可能引

发险情。防范春季火灾在当

下尤显重要。

据国家森防指办公室会

商研判，今年春季我国气温总

体偏高，降水总体偏少，部分

地区旱情可能持续并发展，高

火险区域将不断扩大，呈现

“南北并重”态势，森林草原

防灭火形势严峻复杂。近期

多地森林草原火情也一再警

醒，要始终绷紧防火这根弦，

全力以赴打赢森林草原防火

这场硬仗。

织密防火网，要坚持关

口前移。我国森林火灾起数

已从 1950 年至 1989 年的每年

平均 1.6 万起左右，降至去年的 295 起。坚

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是重要的经验。各

方要统筹抓好人防、物防、技防能力建设，

提高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靠前预置

专业队伍、装备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

用时无备。

织密防火网，要强化重点管控。据统

计，祭祀用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等人为

因素是导致森林草原火灾的主要原因，占

比超过 90％。各方要提升政策举措的针对

性和精确性，明确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重

点部位、关键区域和重要时段。加强清明

祭祀、春耕备耕、“五一”假期的火源管控，

增加墓地、景区、农林交错区的巡护力量，

严防祭祀用火、农事用火等失管失控。

织密防火网，要筑牢人民防线。林草

资源人人享有，防范火险人人有责。要加强

宣传引导，让防火意识深入人心，在全社会

形成浓厚的森林草原防火氛围。公众要积

极响应绿色祭扫、无火露营等号召，不携带

火种进山入林，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及

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各方

落实落细防范措施，才能进一步筑牢防火

安全屏障，更好守护森林草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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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手机预约、上门服务的“网约

护士”在多地出现。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加深、多样化健康需求增加，居家护理

服务成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和行动不便患

者的刚需。不过，“网约护士”推广当前还

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如收费缺乏标准，存

在医疗纠纷等隐患，部分护士群体负担较

重等。推动“网约护士”叫好又叫座，需逐

步解决这些不足和隐患。可以尝试将上门

护理纳入医养结合工作，促进养中有医；医

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联动，形成高效协作

的上门服务团队，提升服务质量。有关部门

需进一步明确收费标准，探索将上门护理服

务费用纳入医保，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此

外，还可以采取技术手段提升安全性，减少

不必要的纠纷。 来源：经济日报

推广“网约护士”标准需跟上
时 锋

曹 一作（新华社 发）

前不久，“百元一日聚”模式引

发热议。这一业态以人均百元的价

格，为老年人提供两餐、娱乐、社交等

服务。

“百元一日聚”的本质，是对老

年群体需求的精准捕捉。服务亮点

在于，从只关注老年人基本生活，转

向满足老年人对社交、娱乐、自我实

现等高层次需求。例如，套餐制餐饮

和免费棋牌室，为老年人提供高性价

比的服务；组织的防诈讲座、同学会

等活动，满足了老年人对情感联结的

精神需求。

站在商业角度看，活动确实能

形成闭环：通过线上预订锁定客源，

精准控制食材损耗；利用午晚餐间的

闲置时段摊薄成本；以高复购率和口

碑传播降低获客成本……这种策略，

让企业保持微利，让老人享受实惠，

形成“双赢”。

这 一 模 式 的 价 值 不 止 于 商 业

创新，也在于社会价值，一定程度

上 填 补 了 传 统 养 老 服 务 的 空 白 。

对于健康且有社交需求的老年人，

日托中心侧重照护，老年大学偏向

学习，“一日聚”则创造了“轻养老”

场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孤

独、重构社交网络。这是银发经济

待挖掘的部分——让闲置资源对接

真实需求，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

新业态的成长也面临考验。尽

管“微利可持续”，但低价策略对供应

链管理和运营效率的要求极高，一旦

客源有波动，如何在低价的同时保证

用户体验，是不小的考验。其次，虽

然企业目前承诺“不充卡”，但仍需警

惕旅游、农产品销售等衍生业务存在

套路。

“百元一日聚”的启示在于，洞

察老年人真实需求，才是银发经济的

正确打开方式。如此，企业在实现商

业价值的同时，也将构建起有温度的

老年友好消费生态，银发经济也会有

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解放日报》，原题为《“百元一

日聚”走红 这样的双赢应该更多》）

来源：人民日报

“百元一日聚”为何受欢迎
谢飞君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实现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

的必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

认识到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将

此学习教育当作一次政治体检、作风

锤炼、洗礼思想的契机，牢牢把握“学

查改”关键环节，坚持学查结合，查改

并进，推动学习教育学有质量、查有

力度、改有成效。

深入“学”，筑牢作风建设思想根

基。学习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学深悟

透，才能在作风建设上走深走实。领

导干部要发挥“领头雁”作用，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通过读书班示范学、理

论学习中心组常态学、开展专题研讨

深入学等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内

容，从宏观层面把握作风建设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形成以上率下的良好学

习氛围。基层党组织要全覆盖周密

安排，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警

示教育等形式，多渠道组织党员干部

深入学，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认

识，坚定信心、实干争先。党员干部

要以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相结合的

方式边学边省，将学习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做到准确把握原文原理、深

入 领 会 精 髓 要 义 、及 时 总 结 学 习 经

验，确保学有质量。

多维“查 ”，精准找出作风建设

“病灶”。查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

提，只有查得深入，问题才能解决得

彻底；只有抓住要害，改进作风才能

真正见到成效。纪检监察部门、工作

专班监督检查要突出“全”，运用巡视

巡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等各类监

督及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信访反映

等途径，深挖问题根源，不放过任何

一个细节，不遗漏任何一个问题。各

级党组织查摆问题要突出“准”，敢于

揭短亮丑，不回避、不遮掩，深入开展

自查，举一反三 、找准症结 、堵塞漏

洞，通过开展警示教育会、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等形式，真正把问题找准找

实，加强谈心谈话等，及时发现和消

除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党员干部自

查要突出“深”，对照党章党规党纪，

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将典型案例引以为戒，认真反思、

自我剖析，查找自身在作风建设方面

存在的不足和差距，不护短、不掩饰，

切实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强力“改”，确保作风建设取得实

效。学习教育成效如何，归根到底要

看解决问题、推进整改落实的成效怎

么样。要坚持以有什么问题就解决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

什么问题，通过建立问题台账，对查

摆出来的问题进行分类整理，明确问

题的性质、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对

于 能 够 立 即 整 改 的 问 题 ，要 立 查 立

改、即知即改；对于需要一定时间整

改的问题，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按计

划有序推进整改。压实责任是整改

工作的核心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当加

强对整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定期听取

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整

改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确 保 改 有 成

效。群众监督是检验整改工作成效

的“试金石”，要真诚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接受群众监督评判，开展“下基层

解难题”等实践活动，弄清群众的急

难愁盼和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让群众感受到

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推动

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来源：青海日报

一体推进“学查改”让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沈 玥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