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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以优良作风护航新征程
赵生军

党 的 作 风 关 系 党 的 形

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

生死存亡。当前，全党正在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作为党员干

部，应充分认识这次学习教

育的重要意义，锲而不舍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

党的作风持续向好，推动党

中 央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落 到 实

处，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

献智慧和力量。

提站位、强思想，凝聚锤

炼作风的思想共识。思想是

行动的先导，作风问题本质

上是党性问题。扎实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就应增强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政治

自 觉 、思 想 自 觉 和 行 动 自

觉。深刻领会“一体推进学

查改”的实践要求，从政治高

度认识作风问题的极端重要

性，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专题辅导等载体，

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习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

处筑牢抵制“四风”的堤坝，

推动党员干部把所学所思所

悟转化为锤炼党性和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始

终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

抓要害、除病灶，狠刹歪

风邪气的顽瘴痼疾。作风建

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抓住

要害、精准发力。锲而不舍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应

紧 盯“ 四 风 ”隐 形 变 异 新 动

向，从严整治违规吃喝、收送

礼品礼金等顽疾。深化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点纠

治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

态不落实、推动工作不担当

不作为等问题，坚决杜绝“一

刀切、层层加码”等现象。聚

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对漠

视群众、脱离群众等作风问

题进行集中攻坚。监督方式

应坚持创新灵活，通过科学

运用大数据比对、选派社会

监督员观察等手段，提高发

现问题的精准度。

建机制、重长效，筑牢作

风建设的制度根基。作风建

设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必须

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

完善作风建设责任链条，压

实党组织主体责任和领导干

部“一岗双责”，形成齐抓共

管工作格局。深化以案促改

促治，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

漏洞，及时修订完善公务接

待、差旅报销等制度。健全

完善干部考评机制，加强对

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整治等相

关方面的考核，考核结果坚

持与选拔任用、评优评先挂

钩，推动干部作风常态化提

升。强化警示教育，定期通

报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以案

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以案说责，组织党员干部参

观廉政教育基地，推动纪律

规矩入脑入心。进一步健全

完善监督反馈机制，搭建征

求群众意见平台，广开言路、

广纳良言，让“四风”问题无

处遁形。 来源：青海日报

4 月 14 日至 15 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邀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10 年

内第四次访问越南。习近平总

书记、国家主席把越南作为今

年出访首站，苏林同志去年就任

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出访也

选择了中国，两党总书记在一年

时间内完成互访，充分体现中越

关系的战略性和高水平。此访

取得圆满成功，为中越命运共同

体建设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

展带来新气象，为地区和世界繁

荣稳定注入正能量。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

略引领，是中越关系发展的最

大优势和最重要政治保障。访

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

席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

会谈，同越南国家主席梁强、总

理范明政、国会主席陈青敏会

见，并会见中越人民大联欢活动

代表。两党总书记共同见证中

越双方签署的 45 份双边合作文

本展示、出席中越铁路合作机制

启动仪式。双方还发表关于持

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

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此 访 适 逢 中 越 建 交 75 周

年，对两国关系具有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访问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就

深 化 中 越 命 运 共 同 体 建 设 提

出六点重要举措，指出要增进

更高水平的战略互信，建设更

加牢固的安全屏障，拓展更高

质量的互利合作，系牢更加广

泛的民意纽带，开展更加紧密

的多边协作，实现更加良性的

海上互动。双方一致同意，要

坚定不移推进中越友好事业，

支 持 对 方 走 好 符 合 本 国 国 情

的社会主义道路，将战略互信

提升至更高水平，打造更加务

实的安全合作支柱，以中国发

展新质生产力和越南发展新型

生产力为契机构建更加广泛深

入的全方位合作格局，夯实中

越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开

展更加紧密的多边战略协作，

妥善管控解决分歧，维护中越

友好大局。

越方把接待此访作为今年

最重要外交议程，以最高规格

礼遇、最隆重热烈安排欢迎习

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到来。

习近平总书记所到之处，两党

两国旗帜交相辉映，各界群众

夹道欢迎，现场气氛真挚热烈，

充分彰显两国“同志加兄弟”的

深厚情谊。共同的理想信念是

中 越 两 党 代 代 传 承 的 红 色 基

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

越南老一辈领导人胡志明先后

在延安、桂林、重庆、昆明等地

参与和支持中国抗战。1950 年

1 月 18 日，刚成立不久的新中

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越南建

交的国家。中国派出军事顾问

团和政治顾问团支持越南人民

抗法斗争，中国党、政府和人民

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正义事

业。这份红色记忆跨越岁月长

河，历久弥深，历久弥新。

访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和范明

政总理共同见证中越铁路合作

机 制 启 动 仪 式 。 依 托 这 一 机

制，双方将实现标准轨铁路全

面联通，极大提升跨境运输能

力，降低物流成本，让两国供应

链“无缝衔接”，进一步打通西

部陆海新通道，赋予中国－中

南半岛经济走廊更强劲发展动

能。启动仪式更加宏大的背景

板，是中越日益丰厚的合作沃

土。中国连续 20 多年保持越南

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也是

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2024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2600 亿

美元大关。越来越多的越南优

质农产品摆上中国餐桌，在中

国商超和电商平台上，越南榴

莲、椰子等水果广受中国消费

者欢迎。中企承建的河内轻轨

2 号线投入运营以来，缓解了沿

线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中

企投资建设的光伏和风能电站

也为越南的能源转型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多年来，中越经贸

合作成果丰硕，源源不断为中越

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中越关系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两国人

民的拥护和支持是构建中越命

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这些年，

中越人文交流步子越迈越大，两

国民众越走越亲。2024 年中国

赴越游客超过 370 万人次，德天

（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正

式运营、多条跨境自驾游线路开

通 ，让“ 一 日 游 两 国 ”成 为 现

实。中国 3A 游戏大作《黑神话：

悟空》在越南“爆火”，因为“孙

悟 空 也 是 越 南 人 童 年 的 一 部

分”，不少越南玩家自发推介这

款游戏。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像无数涓涓细流汇聚成中越友

好交往的奔涌长河。今年是“中

越人文交流年”。此访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宣布今后三年中方

将邀请越南青年来华开展“红色

研学之旅”，以中越共同的红色

基因筑牢两国年轻一代的友好

感情，让红色事业后继有人，红

色友谊代代相传。

小 船 孤 篷 经 不 起 惊 涛 骇

浪，同舟共济方能行稳致远。

面对乱象丛生的世界，中越两

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发展带来

宝贵的稳定性，中越友好合作

展现充沛的进取性。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中越将沿着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指明的方向携手

前进，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

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新贡献。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 孙一

最近，“郑州禁止在人

多的公共场所遛狗”登上热

搜。原来，河南郑州发布通

告，明确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人员聚集的公园广场、商业

街区等公共场所，并对遛狗

的时间、地点及行为规范作

出详细要求。针对这一举

措，网友纷纷表示支持。

如今，宠物犬成为不少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欢乐与

慰藉。然而，随着养犬人数

的不断增加，不文明养犬现

象开始出现，成为影响城市

治 理 和 居 民 生 活 的 隐 患 。

有的犬主人自认为“我家狗

不咬人”，遛狗不牵绳，导致

犬只因受惊吓而咬伤他人

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遛狗

不 清 理 粪 便 ，不 仅 影 响 市

容，还可能传播疾病；还有

的因饲养成本高、住所搬迁

就随意遗弃，导致流浪犬数

量激增。

养狗遛狗，看上去是自家

事。可一旦进入公共场所，就

与他人的安全和便利相关，

自家事也就成了大家事。因

此，文明养犬应成为社会共

识并集聚社会力量，构建人

犬和谐共处的城市生态。

文明养犬，需要养犬人

增强责任意识。养犬不仅

是 个 人 需 求 ，更 是 一 份 社

会、法律责任。主动办理养

犬登记、定期接种疫苗、遛

狗时牵绳并清理粪便、避免

犬只干扰他人生活……这

些规矩必须要讲。那种一

味 追 求 个 人

利益、不讲场

合 放 纵 犬 只

的 行 为 一 定

要摒弃，否则

极 易 造 成 负

面 后 果 。 一

旦 对 他 人 造

成伤害，养犬

人 将 承 担 法

律责任。

文 明 养

犬 ，需 要 执 法 部 门 加 强 监

管。治理要有效果，规范得

细、执行要严。哪些行为应

该 提 倡 、哪 些 做 法 坚 决 禁

止，要说明白、讲清楚，让老

百姓充分知晓。要把专项

整治和常态化巡查结合起

来，该提醒的提醒，提醒之

后仍然违规，要敢于处罚、

严格处罚，由此规矩才能立

得住。

文明养犬，需要全社会

广泛参与。社区可以通过

制作宣传栏、设立狗便箱、

划定遛狗专区等方式，引导

居 民 的 文 明 养 犬 行 为 ；媒

体、学校可以加强宣传，通

过组织公益活动等方式倡

导文明养犬理念；市民也可

以积极参与监督，对不文明

行为加以劝阻，劝阻不成也

要勇于举报。

养犬事虽小，却能折射

文明素养，也考验一座城市

的管理智慧。遛狗也要讲

规矩，期待文明养犬成为广

泛共识，并融入日常生活。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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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一座城市的管理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