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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开通

报了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问题，连续公布典型问题彰显持

之以恒抓作风的决心。中央八项规

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

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需常

抓不懈，久久为功，让作风建设这张

“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

的是党性。近年来，党的作风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下基层调研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

看”“军令状，层层签，责任转移到下

边”“水过鸭背不湿毛”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仍有发生。面对一些

地方发生的松动、一些方面存在的死

角、一些不良风气的反弹回潮，更要

保持警惕，时刻防止松劲懈怠、精力

转移，作风这根弦一刻都不能松。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

党的执政基础。作风并不抽象，具

体表现在每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的实际工作中，贯穿于大事小情的

处理解决上。老百姓怎么看党和政

府，最直观的视角就是身边的党员

干部正不正派、清不清廉、干不干

事。身边的党员干部作风正、干劲

足，以夙夜在公、廉洁自律的作风把

群众放心上，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把工作做在前，人民群众就

能真正感受到正风反腐的实际成

效，好作风也会化成新风，成为凝聚

党心民心的强大能量。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

千寻。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艰巨复

杂的长期工程，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面对的问题具有长期性、反复

性，应对方式也必须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

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一阵

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

抓，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力，

以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打好这场

攻坚战、持久战、攻心战。

好作风，就是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应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 ，必 须 以 优 良 作 风 提 供 坚 实 保

障。始终绷紧作风这根弦，保持赶

考的心态，坚决斩断由风及腐的链

条，不断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

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向人民群众

交出满意答卷，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迈进新征程。

抓作风问题这根弦松不得
新华社记者 王亚宏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强调，要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

宏观政策，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

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

传递出宏观政策更好护航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的明确信号。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牵一发而动全身，对稳定经济增长、促

进社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当

前，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

要进一步稳固，外部冲击影响加大。面

对新形势、新挑战，迫切需要以更加有

为、更加精准的宏观政策来应对。适应

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财政

政策相机抉择、“开准药方”，尤为重要。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统筹用优用准政策“工具箱”。围绕

全方位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聚焦经

济社会发展的薄弱领域和关键环节，更

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要更加精准、更

加给力。应统筹运用政府债券、财政贴

息、专项资金、税费优惠等各类政策工

具，打好政策“组合拳”。同时，还要加

强与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

同，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确保财政资金的“真金白银”加快落

地、落到实地。持续提高财政资金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优化支出结构、强

化绩效管理，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国计

民生关键处。“能否有效将资金用在刀

刃上”应成为检验相关部门工作的一

把标尺，持续加强对政策实施情况的

动态评估，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

动基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政策

落地落实、资金切实惠企利民。

充分发挥政策效能，还要进一步

加强预期管理，帮助社会公众更好理解

各项政策举措，把握好政策节奏，让政

策实施与市场预期更加匹配，推动经济

增长和预期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以政

策的确定性应对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因时酝酿、因势推出，让更加积极

的财政政策发挥更有力效用，确保中

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新华社记者 申铖

从网友提供的房间

实拍图来看，这间单人间

狭长局促，仅能容纳一张

窄单人床，床头与储物柜

紧紧相依，无窗无空调，顶

部为封闭式吊顶，几乎没

有多余空间可供活动，整

体布局如同集装箱式睡眠

舱。而旅游平台页面展示

的房源照片，却是一间浅

色调、配有床铺和整齐衣

柜的空间，且无任何“非标

准户型”等提示信息。如

此巨大的反差，着实让消

费者感到“震惊”。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面对质疑，该快捷公寓负

责人竟回应称，“在平台

上发布的照片和户型只

是 一 个 参 考 ，不 能 拿 来

‘考试’。”预订平台图片

竟然只是“参考”？这一

酒店“照骗”事件，不仅是

个体消费纠纷，更如同一

面镜子，映照出在线旅游

行业虚假宣传的沉疴痼

疾，以及数字经济时代商

业伦理与消费信任的深

刻危机。

在虚拟交易主导的

消费场景下，平台展示的

房源图片早已超越视觉素材的范畴，

成为消费者决策的核心依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知情权，

但部分商家将“美化图”异化为收割流

量的工具，利用技术手段模糊现实与

虚构的边界。这种行为不仅践踏商业

道德，更系统性破坏市场契约精神——

当“所见非所得”成为行业潜规则，诚

信经营的商家反而因缺乏“修图术”陷

入竞争劣势，市场由此陷入“劣币驱逐

良币”的恶性循环。

酒店“照骗”屡禁不止，根源在于

多方责任链条的断裂。商家为追求曝

光量刻意夸大产品优势；平台受制于

流量变现模式，对虚假宣传审核流于

形式；监管层面存在“事后处罚多、事

前预防少”的治理短板。中国消费者

协会数据显示，在线旅游服务投诉中，

图片不符类呈增长趋势，而违规成本

远低于收益，导致商家与平台甘愿铤

而走险。这种权责失衡的生态，正持

续侵蚀行业根基。

破局需构建“技术+制度”的双重

防线。商家应主动采用 VR 全景看房、

无滤镜视频实拍等透明化展示手段，将

真实房源信息作为核心竞争力；平台方

需建立 AI 图像识别、用户评价大数据

分析等智能审核系统，对虚假宣传实施

“一票否决”；监管部门明确平台审核责

任，设立“信用黑名单”，对屡犯者实施

跨平台联合惩戒。同时，完善消费者举

证责任倒置制度，降低维权门槛，让法

律成为消费者的坚实后盾。

酒店“照骗”本质是数字经济信任

危机的缩影。从算法推荐到大数据杀

熟，从虚假宣传到隐私泄露，技术赋能

下的消费场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

挑战。重建信任，既需要刚性的法律

约束与智能监管，更呼唤行业回归服

务本质。唯有商家、平台、监管形成合

力，将“真实”确立为行业铁律，方能让

数字消费回归良性发展轨道，让每一

次出行都充满安心与期待。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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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豆开花菜籽黄，城巴佬下乡

来赶场，鸡蛋鸭蛋嘿实买，还要扯把鹅

儿肠……”童谣唤起记忆，你还记得儿

时“下乡来赶场”的快乐吗？

西南有赶场，北方“赶大集”。曾

经热闹的村镇集市，将会以更规范更

便利的形式焕发新生。不久前印发的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深入

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和“千集万店”

改造提升；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

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批发零售业

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以“千

集万店”改造提升为抓手，到 2027 年

改造 5000 个乡镇集贸市场和 5 万个左

右的农村便民商店。一系列政策，正

在托举人们赶场、赶集的幸福。

赶场图啥？一图东西新鲜，二图

品种齐全，三图价格实惠。人们在固

定的时间、地点进行贸易，小到采买锅

碗瓢盆，大到添置家具电器，都能一

“赶”搞定。其间，还能与乡邻“摆龙

门阵”联络沟通，或者理个发 、磨个

刀。“土集”和“小店”，与村镇居民民

生需求对接，也扮演着促进商品流通、

提振农村消费的重要角色。

繁华的都市商流涌动，广袤的田

野同样孕育内需。有媒体调查发现，

今 天 的 重 庆 仍 保 留 了 1300 多 个

“场”。用好“千集万店”改造提升这

个抓手，进一步优化农村消费供给、激

发农村消费潜力，同时改善村镇居民

消费体验，能让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行动更见民生成色。

改造提升是第一位的。乡镇集

贸市场在“硬件”上的升级备受期待。

如果排水不畅，就可能要“踩水”赶

场；如果照明不足，就可能要“摸黑”

摆摊。不久前，重庆公布了今年的 15

件重点民生实事，其中就包括打造“标

准化菜市场”。不妨以此为契机，对乡

镇集市同步进行优化升级，在整洁有

序、设施完备上下功夫，更好吸引商户

与客流。

创新消费场景不可少。今天，赶

场已不仅是农村贸易的代名词，也是

文旅融合、城乡融合的环节。咖啡店、

奶茶店、24 小时便利店、即时配送……

越来越多的零售新业态和消费方式，

进一步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品质

化消费需求。在“千集万店”中培育新

的消费增长点，尤应积极布局新业态、

拓展新模式，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增

加新鲜感。

赶场的乐趣依然存在，有意思的

“千集万店”处处铺开。它们惠民生、

促消费，也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土情

怀。打造更多特色满满、魅力十足的

集与店，让赶场为居民生活带来新的

美好体验，城乡循环将更加畅通，乡村

发展将更有支撑，消费活力将更加旺

盛。（摘编自《重庆日报》，原题为《用

“千集万店”激发乡村消费新活力》）

来源：人民日报

守护“赶场”的幸福
王瑞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