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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

进 作 风 必 须 自 上 而 下 、以 上 率

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

部在各个方面坚持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

工作方法。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

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穿透力，关键

就在于“从党中央抓起、从高级干

部做起”。

据《战国策》记载，齐国大将

田单准备攻打狄人，出兵前他去

请教齐国著名智者鲁仲连，鲁仲

连却断言田单此战不会获胜，但

是田单自恃曾经击败乐毅率领的

五国联军，挽救了差点灭亡的齐

国，所以认为攻打狄人也会易如

反掌。然而结果却如鲁仲连所

料，田单率军打了三个月仍然没

有取胜。于是田单再次前去请教

鲁仲连，鲁仲连表示，当初田单在

即墨与士兵同甘共苦，每次打仗

都身先士卒，那时候将帅视死如

归，士卒也没人贪生怕死，所以才

能取得胜利，如今田单被封邑加

爵，只顾养尊处优，有了贪生怕死

之心，其他将士也上行下效，所以

才不能获胜。田单听后恍然大

悟，于是亲临战场擂鼓挥旄、鼓舞

士气，最终才一举攻克了狄城。

田单攻狄的故事充分说明，

领导的作风会影响下属的作风，

领导如果失去战斗意识，下属又

怎么会有斗志呢？如今一些单位

之中经常流传歪风邪气之说，正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如

果没有领导的样子，自身作风不

正，下属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单位

也就免不了乌烟瘴气。正所谓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个小小

的“蚁穴”便是领导干部的作风。

作风问题绝非小事，领导干部在

单位中有着独特的示范引领作

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哪怕是

生活中的琐碎小事都逃不过下属

和群众的眼睛。领导干部自身

正、自身硬、自身廉，就能形成“头

雁效应”，影响和带动一个班子、

一支队伍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自

己也有了敢抓严管的底气。而自

身不端正，不仅说话办事没有底

气，更是挺不起腰杆要求别人，自

己甚至会成为“污染源”，污染一

方政治生态。

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

人，不如在前面带动人。喊千句

“给我上”，不如一句“跟我上”。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

力行、以上率下，凡是要求党员干

部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一级做

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持之

以恒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久

久为功祛除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培养好作风，带出好队伍，引

领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持续好转，

凝聚起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磅

礴力量。

来源：青海日报

以上率下方能上行下效
雷天开

为切实保障劳动者工资报酬权益，今年以

来，各级人社部门加强常态化监察执法，加大欠

薪治理工作力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

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共办结工资类违法

案件 15.1 万件，为 66.2 万名劳动者解决工资

80.7 亿元。近年来，我国在化解欠薪问题上采

取了多项措施，强化法治保障，修订《保障中小

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并建立拖欠台账销号管理

机制；开展专项行动，通过多轮清欠行动化解存

量欠款，落实农民工实名制、工资保证金等制

度；推动数字化治理，利用管理工具实现薪酬透

明化等。下一步，相关部门应实施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权益专项行动，同时开展 2025 年清

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规范

劳务派遣、职业中介等人力资源市场活动，持续

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时 锋） 来源：新华社

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社会治理的“大处方”，
能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健全
公共健康服务，营造健康宜居
环境

走进江苏苏州市相城区

太平街道洞字社区，映入眼帘

的是一条清渠，四周花草绿树

环绕，一些居民带着孩子在健

身步道上锻炼。在社区中间的

健康广场，慢病防控、预防近

视、心理健康等健康知识宣传

吸引不少居民驻足了解。

卫生健康是个人之事，也

是国之大事。今天，爱国卫生

运动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被

赋予健康促进的新内涵。比如

居民超重肥胖率不断上升，慢

病群体庞大，群众对不得病、

少得病的需求强烈。不久前，

全国爱卫会印发通知，将健康

体重管理行动、健康乡村建设

行动和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纳

入健康中国行动。突出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从注重环境卫生

治理进一步转向全面社会健康

管理，是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

的鲜明底色。

保障 14 亿多人的健康，既

要有医疗卫生的“小处方”，也

要 有 社 会 治 理 的“ 大 处 方 ”。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 、心 理 平 衡 是 健 康 四 大 基

石。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社

会共建共治。比如，企事业单

位、学校等的食堂做菜可少油少盐，定量盛

饭菜；社区和乡村建设时更多考虑运动健身

等需求，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公

共场所严格落实好禁烟条例，防止二手烟损

害人们健康；持续办好 12356 心理援助热线，

让不良情绪及时得到纾解。

以爱国卫生运动的形式，推动健康管理

深度融入社会治理，有助于更好构筑多元主

体协同治理的大健康格局。比如，体重管理

是应对超重肥胖引起疾病的关键，去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

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村）委会、志

愿者组织等发挥各自优势，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促使更多人重视体重管理，从而减

少慢病发生。社会治理的“大处方”，能有效

调动各方积极性，健全公共健康服务，营造

健康宜居环境。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健康

促进也需要从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入

手。爱国卫生运动是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

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坚持党的领导、促

进全民参与，才能取得最好效果。对偏远地

区特别是农村地区而言，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还有待提升，健康科普还任重道远。

体重管理、乡村建设、中医药三个专项

行动纳入健康中国行动，进一步彰显了健康

促进、医防融合的重要性。引导公众正确认

识体重、科学管理体重，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和科学就医习惯，注重饮食养生、运动养生、

调畅情志等，为的就是通过人人参与、人人负

责来实现健康人人享有。进一步强化健康教

育、健康宣传、健康科普，并以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方式推动健康知识普及，才能把健康管

理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爱国卫生运动是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

惠民工程。更好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

优良传统，丰富活动形式，定能推动群众健

康意识更强、城乡人居环境更美、健康服务

更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健康基

础。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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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近 年 来 ，随 着“00 后 ”进 入 职

场，他们常常因异于前辈的独特言

行而“被热搜”。而在有些报道中，

年轻人也被贴上“躺平一代”的标

签。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不妨把

镜头拉得更广些：有的年轻人自嘲

“脆皮打工人”，却在夜校点亮新的

“技能树”；有的年轻人嘴上说着“佛

系”，却不忘热爱而为梦想奋斗……

在科研攻关、体育赛事、乡村振兴等

舞台上，年轻人从未缺席，一直在为

伟大事业注入青春力量。当我们更

立体地看待当下的年轻人，那些看

似“躺平”的青春叙事背后，鲜有“摆

烂人生”。

无论是“80 后”“90 后”还是“00

后”，面对加速进步的社会，面对成

长过程中必经的困难与烦恼，没有

人能避免迷茫、焦虑、抱怨，甚至气

馁。一时的状态、个别的抱怨，不应

被过度解读，让群体被加上刻板化

的标签。社会的发展终归要靠代际

的接力，每代人的成长都是时代进

步的注解。

摘下年轻人的“躺平”标签，为

他们搭建成长的“梯子”，我们就能

托举起一段段充满希望的人生。为

应届生提供免费或优惠公寓、为青

年项目设立“青创板”争取更加丰厚

的市场支持、以真金白银的生育补

贴缓解青年夫妻生育压力、落实落

细政策保障休息休假权益……近些

年，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建设青年友

好型社会，不少政策赢得真心叫好。

为年轻人搭建的“梯子”，就是

要搭在时代与青年人的需求点上，

引导青年群体健康成长。当他们理

想触底、攀登吃力，搭好职业发展阶

梯，及时给予政策与精神补给；当他

们屡屡碰壁、试图放弃，搭好创新创

业云梯，包容地给予更多试错机会；

当他们前行缓慢，或者选择了更为

坎坷漫长的道路，搭建社会保障阶

梯，从容地给予时间和耐心……为

年轻一代鼓足劲、加好油，他们自然

能在奋斗中找寻到人生的意义，向

着五彩斑斓的梦想不断出发。

从“非主流 ”到“二次元 ”，从

“杀马特”到“国风少年”，总有一些

标签被贴在年轻人身上。但正是他

们，用自己的脚踏实地，在人生的赛

道上跑出了属于自己的佳绩。请相

信，面对时代的考卷，青春，永远会

给我们最动人的答案。

摘下“躺平”标签，为青年搭建成长的“梯子”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乌梦达 田晨旭

王 鹏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