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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持一切

从实际出发，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

看”。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坚持求真务实，坚决反对热衷于对上表

现、不对下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

在当前实际工作中，仍然有极少

数干部一切以上级需求为出发点，对

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例如，有地方投资数百万元建设

大棚种菌菇用于帮扶农村群众致富，

建完十几个统一标准的大棚后，还有

十几万元剩余。村干部和群众希望用

这 笔 钱 再 盖 两 个 标 准 不 那 么 高 的 大

棚，毕竟“能用就行”。汇报上去后，有

的部门认为这样与已有的大棚不能整

齐划一，不好看；还有部门要求用这笔

钱建水泥硬化广场，方便上级领导视

察停车。最终，这笔钱建了水泥硬化

广场，没建大棚。

有的干部则把对上表现“升级”为

对上表演。在有些干部看来，工作干

得好不好，不是看真正干得怎么样，而

是看领导有没有看到。他们费尽心思

在领导面前“作秀”，实际工作却不重

视 ，对 上 表 演 被 其 视 为 升 迁 的 捷 径 。

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比拼表面功夫，思

考怎么把话说得漂亮，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蔓延。一些基层政府公众账号为

博上级“眼球”，纷纷尝试“蹭热度”，往

往忽视活动前期准备、环节策划、精细

流程，而把大量精力用在现场摆布、照

片拍摄、文稿加工上。有的地方在宣

传和总结时就像是“打开相机的美颜

功能，装上隐藏痘痘的滤镜”。

也 有 一 些 地 方 领 导 干 部 急 功 近

利，对实际工作要求快出成绩，基层只

好“投其所好”，“成绩”抢跑在工作前，

“活没干嘴先吹”。有地方干部反映，

当地在开展某项工作时，工作刚刚部

署下去，领导就要求把成绩总结上来；

工作还没见到具体实效，经验就已总

结出“一二三”。某地区干部反映，不

顾实际情况就一味要创新、要亮点，其

实是一种瞎折腾。这些伪造的亮点就

是给领导汇报用的，根本没有实际效

果，百姓也不买账。

还 有 的 领 导 干 部“ 只 唯 上 、不 唯

实”，推行具体工作时习惯“层层加码”，

大搞“一刀切”。有的干部在分解国家

或省级层面的任务时，缺乏必要调研，

不顾本地实际，导致政策“悬在空中”，

落不了地，但对下级又有任务要求。基

层为了完成这些“够不着的指标任务”，

无奈之下只能“以形式主义应付形式主

义”。比如，为提高辖区商业主体数量，

有职能部门给村干部摊派营业执照办

理指标，一些村民本身并没有经营活

动，也被拉来凑数，需要向村干部提供

身份证、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事实上，干部干事应以工作实绩和

群众满意为基础，“对上负责”和“对下

负责”原本是统一的。如何做到“对上

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考验着干

部 的 能 力 水 平 ，更 检 验 着 干 部 的 政

绩观。

要坚持统一思想抓落实。既要吃

透上情，也要摸清下情，正确处理广大

和精微、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等关

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领导干部要心

怀“国之大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在大局下思

考、在大局下行动，坚决做到不打折扣、

不搞变通、不走过场，在党的领导下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要坚持深入一线抓落实。领导干

部要认清“衙门作风”的危害，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当好“施工队

长”，牢固树立一线意识，既要“身入”

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善于把办公

桌搬到基层一线，主动直插问题现场，

真正做到工作在一线推进、问题在一线

解决。

要坚持因地制宜抓落实。必须本

着实事求是原则，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

和实际情况，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各项

工作。比如，探索不同区域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有效路径，打造各具特色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既不脱离实际、吊高胃

口，也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始终从实

处着眼、用实干考量、以实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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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落实，也要对下负责
半月谈评论员 邵琨 沙磊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央八项规定每一条都聚焦

具体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就应该从细微处着手，在

日常中抓落实。坚持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发现干部身上出现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提醒帮

助 ，有 助 于 防 止 小 问 题 变 成 大 问

题、小管涌沦为大塌方。

新时代以来，党风廉政建设从

小切口入手，坚持一个毛病一个毛

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

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久久

为功，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

人心。

也要看到，一些错误认知仍然

存在，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 行 为 仍 需 进 一 步 澄 清 模 糊 认

识。比如，有的认为和同乡、同学、

同事、同行等喝喝酒是人情世故，

结果抹不开面子而给人办事；有的

对形势估计盲目乐观，觉得作风建

设可以松口气、歇歇脚。事实上，

一个人思想防线的松动，廉洁底线

的 失 守 ，往 往 始 于 细 节 和 错 误 认

知。加强作风建设，有必要进一步

澄清谬误、匡正风气，防微杜渐，筑

牢防线。

一些党员干部“破纪”，多始于

思想“破防”。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要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党员

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

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

迁自然提高。职位越高，工作时间

越长，越要强化正心修身。对照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在思想政治

上常常“三省吾身”，始终保持一颗

敬畏心、平常心，心中有法纪、有组

织、有人民，才能“小节”不失范，

“大道”不偏离。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要始终坚持严的基

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严管就

是 对 干 部 真 负 责 ，要 敢 于 较 真 碰

硬，明规矩于前，严落实于后，及时

发现问题，勇于纠正偏差。尤其是

对年轻干部要加强教育引导，让他

们从进入干部队伍之日起，就知道

守 纪 律 、讲 规 矩 的 重 要 性 和 严 肃

性，养成在受约束的环境下干事的

习惯和自觉。

好 作 风 的 形 成 非 朝 夕 之 功 。

常态化地抓，一点一滴地抓，党性党

风党纪一起抓，紧抓不懈，才能不断

化风成俗，让时代新风更加充盈。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刘佳敏

校园餐本该是孩子成长的口粮，然

而在山西省近日披露的校园餐微腐败

案例中，却被一些“硕鼠”动了歪脑筋。

不法分子从校园餐里“夺食”，孩子吃到

嘴里的不足食材费六成，直接影响营养

摄入、身体发育。案例中，截留、套取、

挤占等“夺食”手法花样繁多、触目惊

心，严重挑战社会敏感神经，让人难以

容忍。

学生的“盘中餐”，家长的“心头

念”，却成为某些人的“唐僧肉”。相关

部门在重拳整治的同时，更应思考如

何堵住制度漏洞，让校园餐“硕鼠”无

洞可钻。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通报涉校园餐

腐败案件。从披露的案件细节看，有的

挪用学生营养餐补助资金，有的虚增食

材采购数量和品种，有的插手招标采

购、收受回扣，还有的以次充好、伙食质

量不达标……不法人员从孩子校园餐

里“夺食”，涉及多个环节，如蛀虫般无

孔不入。

贪腐黑手伸向孩子的饭碗，究其原

因，主要是一些校园餐产业链条透明度

低和内外部监管不到位。个别部门、校

长、后勤主任等对校园餐招标采购走过

场；食堂管理往往完全由学校内部员工

掌握，校门一关，他人不好踏足。这些

都是校园食堂贪腐滋生的温床。加上

就餐人数多、次数多、餐费总量大，校园

餐容易成为难以察觉的腐败领域。

让校园餐“硕鼠”无洞可钻，关键

是织密制度之网。2024 年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

工作指引》，多地近期也出台了校园食

品安全管理手册，针对校园食堂的招投

标、食材选用、财务支出、陪餐制度等多

个关键环节细化操作流程，制定规范标

准。各地应切实对照查摆，落实规范要

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守护好孩子的口粮，根本还在于

“开门”办食堂。

校园餐够不够吃、好不好吃、膳食

营养是否达标、餐费有没有用好，在做

好监管的同时，还要多听听孩子的声

音，让家长常参与、群众能监督。目前

已有地方将校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

灶”全部向社会公开，实现食堂在“阳

光”下运行，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堵住漏洞，让校园餐真正成为放心

餐、良心餐，才能不负万千家庭的期望，

更好托举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汇聚共建美丽中

国的磅礴力量，让祖国

大地更加绿意盎然、生

机勃发”。3日，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首都义务

植树活动，号召大家积

极参与造林绿化，共同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 年 树 木 ，功 在

不舍；绿化祖国，人人

有责。经过不懈努力，

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

已 经 超 过 25％ ，贡 献

了约 25％的全球新增

绿化面积。义务植树

是全民行动，每个人都

是乘凉者，更要做种树

者。增绿就是增优势，

植树就是植未来。一

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

着一代干，不断增厚我

们的“绿色家底 ”，中

国式现代化的画卷必

将更加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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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从孩子校园餐里“夺食”？
新华社记者 李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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