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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似锦，海风送爽。第十七届

海峡论坛大会 15 日在厦门举行。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台海形势，本届

海峡论坛如期举行且亮点纷呈，充分表

明两岸同胞希望常来常往、走近走亲的

共同心愿没有变，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

兴伟大荣光的坚定信心没有变。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

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亲、交心交融、共

谋发展。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

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

台，海峡论坛是两岸百姓的论坛、交流

的盛会。之前成功举办的 16 届论坛，

共开展各类活动近 800 场，累计吸引两

岸同胞 35 万余人次参与，其中台湾同

胞超过 14 万人次，有效发挥了扩大两

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

作用。两岸同胞借由活动话亲情、叙友

谊、谈交流、促合作，不分彼此，其乐融

融，生动体现了“两岸一家亲”。

两岸关系发展，根基在民间，动力

在人民。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

性、广泛性”的定位，聚焦“扩大民间交

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共安排青年

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等

系列活动 56 场。在民进党当局抛出所

谓“17 项策略”，变本加厉限阻两岸交

流交往，近来更一再污名化海峡论坛、

恐吓阻挠台胞参与的情况下，超过7000

名同胞无畏无惧、毅然决然共襄盛举，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首次与会，更

达到台湾知名人士参加海峡论坛的最

高层级。这充分表明，两岸交流是民心

所向、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民进党当

局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会得逞，两

岸交流合作不会停、不会断、不会少。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情相依、福

祉相融、文化相通，都期盼和平、发展、

交流、合作。祖国大陆始终以民意为依

归，始终与人民同行，始终从中华民族

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

大局，坚定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

展，坚持携手台湾同胞共创美好未来，持

续增进台湾同胞的获得感、幸福感、归

属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两年来，

两岸融合发展在理念思路上不断深化，

在政策制度上不断完善，在创新探索上

不断突破，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

融的动力、活力更加强劲，广大台胞台企

从中获利受益，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民族复兴

使命无上光荣、前景无比光明，需要两

岸同胞同心同行、接续奋斗。民族兴、

国家强，两岸同胞会更好。只要两岸

同胞交流交心、深化合作，坚定做中华

文化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同行者、两

岸和平的捍卫者，就一定能共同创造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海峡论坛亮点纷呈 两岸交流势不可挡
新华社记者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

的永恒课题，是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的关键纽带。中

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党

风政风焕然一新，但作风

建设没有休止符，只有进

行时。面对新征程上的新

任务新挑战，党员干部必

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过

硬作风护航高质量发展。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

党员干部的行为标尺，只

有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才

能让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

自觉。现实中，个别干部

对违规吃喝等显性问题保

持警惕，但对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躺平式不作为等

隐形变异问题认识不足，

根源在于理论学习浮于表

面。学理论不能停留在读

文件、抄笔记的层面，而需

要与工作实际、岗位职责

紧密结合，既要掌握“严禁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等具体条款，更要深刻领会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考量。

党员干部当以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对

待纪律规矩，把党章党规作为“案头

卷”，把典型案例作为“清醒剂”，在深

学细悟中树牢底线思维，在知行合一

中涵养清风正气。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作

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当前，作风建设领域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以工

作留痕代替真抓实干，搞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让基层疲于应付。破解这些

问题，党员干部既需要敢于刀刃向内，

主 动 对 照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照 镜

子”，从思想上深挖重痕迹轻实效的功

利心态，从行动上纠治只唯上不唯实

的官僚习气，更要以闻过则喜的胸襟

查漏补缺。通过定期开展群众评议机

关作风活动，把企业办事的堵点、群众

生活的难点作为整改靶点；主动走进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面对面听诉求、

心贴心找差距，让查摆问题既有“辣

味”更接“地气”。切实以刮骨疗毒的

勇气直面问题，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

当前，有的地方整改工作浮于表

面 ，对 问 题“ 点 到 为 止 ”，搞“ 纸 面 销

号 ”；有 的 干 部 整 改 措 施“ 换 汤 不 换

药”，导致“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反弹

回潮。这种“雨过地皮湿”式的整改，

不仅消解作风建设成效，更会透支群

众信任，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根

治顽疾，党员干部既要刀刃向内抓整

改，更要举一反三促长效。面对问题，

需主动认领、照单全收，以事不避难的

担当立行立改。针对督查检查过多问

题，要带头精简整合，变多头检查为一

次到位，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面对群

众办事堵点，要打破惯性思维，推行一

网通办、上门帮办，做到以钉钉子精神

推动整改走深走实，让好作风落地生

根，赢得群众真心点赞。

作风建设如逆水行舟，一篙不可

放缓。我们需要持续在真学中明方

向、在真查中补短板、在真改中促提

升，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融入血脉，从

而真正实现以作风之变凝聚民心，以

担当之勇推动发展，在新时代赶考路

上交出优异答卷。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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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换领身份证，走进天

津和平区五大道派出所。工作台上有

个蓝色小牌子，上面写着“碰一下，取

号办事”。用手机“碰一下”后，系统自

动 识 别 身 份 信 息 ，排 队 号 码 立 刻 生

成。旁边一名市民说，以前取号没这

么快，人多时还得排队，现在系统升

级，方便不少。目前，天津市内已有

308 个派出所上线这种 NFC 感应取号

系统。

今 年 的《政 府 工 作 报 告》提 出 ：

“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完善

无障碍适老化配套设施，提升社区综

合服务功能，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实践中，许多地方通过智能化改

造，让公共服务更加亲民便民，受到群

众好评。

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众

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不断提高。各

地在解决公共服务设施“有没有”问题

之后，需更加注重“好不好”的问题。

其中，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和建设

是重要方面。

在北京，不少公园引入智能灌溉

系统，根据天气和土壤湿度自动调节

灌溉量，既节约水资源，又提高绿化养

护效率。浙江杭州，“城市大脑”通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交

通流量，优化信号灯控制，有效缓解交

通拥堵。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不断追

求，推动公共设施向智能化、人性化方

向发展。科技创新方兴未艾，把成熟

技术适时用于公共服务领域，能让人

们真切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造福于

人的强大威力和无穷魅力。

政策有指引，实践在创新。国家

层面，相继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

局规划》和《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

见》，其中，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城市数

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地方层面，

广东深圳市体育中心建设搭载智能系

统的装配式智慧公厕，实时更新使用

状态、设计“潮汐厕位”，优化了如厕体

验；江苏南通“通停通付”智慧停车，车

主不用扫码就能无感支付、快速离场，

提高停车场周转效率。顺应数字化趋

势，各地因地制宜，出台可行措施，抓

实项目建设，更好推动公共服务再上

新台阶。

对公共服务而言，智能化升级是

第一步，促进提质见效更关键。从现

实看，有的公共场所添置智能健身器

材、太阳能充电座椅等设施，本是为了

方便群众，却因存在设备失灵、报修不

畅等问题，影响正常使用。智能化设

施的引入和维护，离不开资金投入、专

业运维。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控制

成本？如何确保设备稳定运行和持续

优化？这既需要公共部门参与管理，

也应吸纳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在资金

投入多元化、人员配备专业化、运维保

障常态化等方面下功夫。

公共服务设施智能化建设是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在之

举，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小

到“碰一下，取号办事”、智慧公厕，大

到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建设正在加

速。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政策持续支

持、多方共同参与，智能化公共设施将

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科技进步惠及

民生，智能升级助推宜居宜业宜乐宜

游，定能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美好

和惊喜。 来源：人民日报

智慧便民不止于“碰一下”
武卫政

据中国之声报道，近年来，多地教

育部门将志愿服务时长纳入综合评价

体系，一些地方还专门搭建了志愿服

务平台。然而，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

短视频平台上，有商家宣称不用参与

任何活动，花钱就能购买志愿服务时

长，还强调“不要等到需要时，才发现

志愿时长不够”。有家长转账当天，孩

子的志愿服务时长就增加了。

教育部门把志愿服务时长纳入综

合素质评价，本意是让孩子们走出小

家，培养社会责任感，初心是好的。但

现实中，有些地方在执行时，把“时长”

当成了唯一硬指标。这种量化管理虽

然方便，无意中却为“时长焦虑”与“刷

时长”的投机心态提供了滋生土壤。

于是，嗅到“商机”的机构蜂拥而

至。他们利用部分学生与家长面对的

升学压力，精心炮制出“轻松达标”的诱

人承诺，在这样的交易链条中，志愿精

神的内核被掏空，只剩下一张可供买卖

的“时长凭证”。所谓的服务，已然成了

一场不用真心参与的金钱游戏。

那些在社区默默付出的汗水，那

些在公益活动中收获的感动与成长，

此刻在虚假的时长证明面前显得有些

笨拙可笑。长此以往，一些孩子恐怕

会觉得“金钱万能，可以兑换一切”。

评价志愿贡献，绝不能止步于“干

了多久”的单一统计，得看看“是如何

干的”“收获了什么”之类的过程评

价。比如孩子去敬老院陪老人聊天，

有没有真正给老人带去帮助？做环保

活动时，有没有理解环保的意义？对

于平台上明目张胆的违规交易，教育

部门与平台方必须担起责任，通过技

术手段加强审核，联合执法部门重拳

出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让公益变

成赚钱的歪门邪道。 来源：钱江晚报

花钱买时长，让志愿服务变了味
陈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