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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出圈”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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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骄娇”二气
──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①

■ 金之平

读书不是生意
■ 张玥

■ 闫丽

“过期1分钟赔偿400元”的警示

■ 于玲

■ 闫丽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闪送”背后是精细活

“今天，产业工人技能报国的道

路越来越通畅。咱们只有不断提高

技能水平，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

要。”党的二十大代表、大港油田第

五采油厂第一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

三组组长尤立红，信心满满地带领

团队开始新一轮技能提升。人才是

第一资源，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

出，让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制造强市

必定未来可期。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们发

展高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更加需

要技能人才“高”起来、“智”起来。

尤其在科技含量高的制造工程上，

任何创新理念和设计落到实处，最

终都要靠技术工人的匠心巧手来实

现。高技能人才存在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等现实问题，如何吸引更

多技能人才投身制造业，如何让技

能报国的道路越来越通畅，是直接

关系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时代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真心爱

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

求贤若渴，不拘一格”，分外引人注

目。对技能人才，也应保持“若渴之

心”，强化为人才服务的理念，需要

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用人观，也离不

开以产业为基点的理念。以产业揽

才，天津围绕12条产业链加快集聚

产业人才，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服

务；推动产教融合，“焊接”人才培养

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缝隙，帮助技能

人才学得好、用得好……为技能人

才畅通职业发展渠道，打开更多上

升空间，“匠心”才会生根发芽，制造

业立市的基石才更加坚实。

不拘一格降人才，需要体制机制

上的突破。不久前，天津贯通高技能

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将高技能人才参加职称评价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长期坚守生产一

线岗位、具有高超技艺和一流业绩水平的高技能人才等，可破格申

报专业技术职称。人才机制改革创新往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带动效应。不断破除技能人才使用、评价、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障碍，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是激励人才不断

提升职业技能的重要一招。打造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制度

体系，增强技能报国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感，可以促进人才的创造活

力竞相迸发，更多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涌现出来。

曾经，有一位“95后”砌筑工出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

中，有媒体在报道时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小泥工遇到

了大时代”。今天，技术工人正迎来一个大有可为的美好时代。

千方百计点亮蓝领的职业荣光，让他们在这座城市“创”有空间、

“干”有舞台、“成”有机会，天津制造的名片必将更加闪亮。

朱绍岳：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
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我们党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
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张新华：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

撑。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

讳疾忌医，在于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

勇于自我革命。可以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靠的正是彻底的自

我革命精神。这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宝贵的精神

财富，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关键武器。

朱绍岳：自我革命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在不同的时
代背景下，自我革命有着不同的特质，也有着共通的内涵，
其中，把握好严的主基调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尤为
关键。

张新华：“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

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不严不足以保持

党的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不足以淘汰落伍者、投

机者、躺平者，不足以鼓舞斗志、激发活力、凝聚力量。纵观

党的百年奋斗史，自我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

任务，体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都是在严的主基调中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把严的主

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仅要在从严治党的力度、深度、广度

上再接再厉，更要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的有害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只有这样，我们党才可以始终

保持生机活力。

朱绍岳：自我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有效应对
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推
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成就，就必须不断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

张新华：新的征程上，各项发展改革任务繁重艰巨，把

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离不开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结合、共同部

署。就二者关系而言，社会革命是方向、是目标、是动力，党

的自我革命不能孤立、盲目进行，需要从社会革命对我们党

提出的实际要求出发，明确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做到有的

放矢、一体推进。同时，持续推进自我革命，需要充分激发自

我革命的无私性、彻底性、自觉性，拿出永无止境的劲头，不断

在思想观念、工作思路、方法手段上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永远

站在时代前沿。

朱绍岳：正是因为一代代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不断修
正和超越自己，才使得百年大党一直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在您看来，新的时期，党员干部应该如何做到思想和行动上永
葆战斗力？

张新华：作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员

干部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对于个人而

言，积极学习科学理论是关键。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

元，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理想信念，精神之钙

才会更加充足，热情和斗志才会更加旺盛。同时，一刻不放松

地推进自我革命，这不仅是思想上的要求，也是实践上的必

需。坚持问题导向，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增强本领，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将思想付诸行动、实现自我完善的重

要路径。也只有敢于正视自身短板和不足，做到有错必改、有

错必纠，才能丰富自己、强大自己、完善自己，成长为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的先锋模范。

对话人：

张新华 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朱绍岳 本报评论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
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只有继

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

娇”二气，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有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工作拈轻怕重，遇到困难便叫

苦……骄气也好，娇气也罢，都是接地气不足的表现，需要

正视问题，学会坦诚面对、勇于战胜，以奋斗之力破除“骄

娇”二气。

时间是最客观的记录者。没有戒骄戒躁，如何能与时

俱进？没有艰苦奋斗，又哪来经历磨难后的不断奋起？如此

也能理解，发扬吃苦耐劳精神、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对新征程

上继续攻坚克难的意义。少一点自满，多一些“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的自警，少一点面对挑战“我不行”的推诿，多一些

有困难“我先上”的担当，就一定能取得更加扎实的业绩。

荡涤“骄娇”二气，非经实践熔炉锤炼不可。只有到群

众中去，到火热的基层实践中“火攻”，才能接地气、长本领，

生成对不良风气的抵制力，养成朝气、锐气。对于党员干部

来说，每越过一个“难”，往往就意味着一次成长。当前，改革

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关键时

刻能站得出、冲得上、顶得住的干部。敢钻“矛盾窝”，敢接“烫

手山芋”，选择“吃劲”的岗位磨炼自己，到急难险重的环境中

摔打自己，才能获得长足的进步，也才能真正解决群众的难

题、发展的课题。

“越丰满的稻穗，头垂得越低。”真正从内心意识到“为了

谁”，才能深刻体悟“我是谁”。在党的历史上，有人功勋卓

著但从不居功自傲，始终把自己当作小学生，虚心向群众求

教、勤勉工作，获得了“党和人民的骆驼”的赞誉；现实生活

中，有人主动选择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因为坚信“党员就

要先吃苦，苦就要苦出个名堂来”。想要干出好成绩，就要

真正做到无私无我，时时处处把“为人民服务”牢记于心、付

诸行动。

摒弃“骄娇”二气，才能更好感知我们身上的“责任”二字，

才会像焦裕禄、谷文昌、黄文秀等一代代党的优秀干部那样，

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干出一番实实在

在的事业。

“月入上万元”“弹性工作”“靠分享读书心得就能赚

钱”……这样的工作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如今在社交平

台上，总能看到《做读书博主半年，我赚了5万元》《十个月，

十万粉丝，我如何成为读书博主》之类文章，把读书博主描

述成一份理想职业。

但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有影响力的读书博主数量十

分有限，靠读书变现，更像是个噱头。有人一天就能推荐一

本书，速度之快让人咋舌。他们或把出版社的宣传文案加

工一下，或堆砌一些书里的“金句”，靠快餐式操作制作全无

营养的鸡汤文。运营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宣扬“靠读书实现

财务自由”，推销起所谓写作课、阅读课、账户运营课。在某

些博主眼中，读书是用来赚钱的，如此功利与肤浅，与读书

的价值追求完全背道而驰。

靠读书赚钱并不是不可取，只不过重心要落在“知识”

上。优秀的读书推广者，会花上大量的时间把“厚”书读

“薄”，展现给读者书中最精华的部分，把“薄”书读“厚”，从

中延展出更多知识和思想。抽丝剥茧地解读、深入浅出地

表达、举一反三地联系……这远非一日之功，而是靠长久的

阅读积累、宽广的阅读视野、深入的阅读理解形成的。有句

俗话说得好，“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首自来。”谁输出

的内容优秀，读者自然会用他们的手指为谁投票。

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

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

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对个人而言，读书的目的在

于增加知识和修养，这是一个需要静下心来沉淀的过程。

书籍能为你提供的，是哲理，是感悟，也需要在大脑回路中

走上无数个来回，去悟透其中的内涵。而在领悟那一刻所

产生的获得感，是读书最大的享受，也是阅读的价值和意

义所在。对社会而言，形成良好的阅读风尚，有利于积聚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有益于正确价值观的涵养，更有助

于精神力量的成长。曾在东莞打工多年的农民工吴桂春，

在图书馆借阅长达12年，读书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境遇，

但他依然说，“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有读书”。

正是有许多像这样单纯的读书人，在书的海洋中寻找智慧

和勇气，我们的社会才能汇聚起强大的正能量，让文明之

光一直闪耀。

最是书香能致远。让读书更纯粹一些，千万别把读书

当成一门生意。

花青素速溶饮剂、花青素精酿啤酒、花青素冷萃咖

啡……在今年农民丰收节消费季活动的一个“农科小摊”

上，紫玉米花青素系列产品博得很多游客的眼球。

富含花青素的紫玉米是蓟州区东施古镇裕泉庄村的特

色农产品，该村请来天津市农科院专家，通过科技手段让紫

玉米更“紫”，提高了花青素含量3倍以上，并且全产业链开

发紫玉米加工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农作物的附加值。“因富

含花青素，苞叶、秸秆制成饲料，使禽肉类氨基酸含量增高、

胆固醇降低，玉米轴粉碎后能栽培菌菇。”裕泉庄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春柱说，“科技手段让紫玉米变得浑身

上下都是‘宝’，我们要把它‘吃干榨净’。”

特色，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底色。找到了自己的特色，也

就找到了发展的快车道。特色产品、独特景观、文化资源

等，都可以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亮点和抓手。但在现实中，

找到了特色，未必能把特色做大做强。别人怎么发展，自己

也怎么发展，总是跟在别人身后跑，往往会导致产品同质

化，缺乏竞争力，特色很难变成发展优势。

做强做优特色产业，让特色产品能够“出圈”，其中，关

键选择之一在于科技赋能。把一根玉米“吃干榨净”，其实

质就是强化农业的科技支撑力，使农业提质增效。通过科

技创新，最终实现农产品在品种、精深加工、副产物种养殖

等各个环节标准化、综合化、高值化的利用。

从产业形态来讲，依托“特色”，必须从不同环节拓展

产业发展维度和深度，丰富特色加工、精品农业、休闲旅游

等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形成多元化发展的

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裂变式”发展。产业兴，离不开人才

兴。用人才引领产业发展，既要推动科技下乡，加强科技

人员的指导、扶持作用，让更多农民懂技术、会管理、善经

营，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展现风采。

找准特色，做强特色，让特色凭实力“出圈”，就擦亮了

乡村振兴的底色。

前段时间，媒体披露的一起案例在网上引发众多关注。顾客

小李在超市购买了一瓶酸奶，结账时突然发现酸奶过期了1分

钟。小李为此向超市提出索赔，遭到拒绝。随后，小李向当地法

院提起诉讼，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和解，由超市赔偿小李400元。

案例虽小，警示意义却很大。过期1分钟，也是过期。这

1分钟，暴露了商家诸多问题，既没有及时检查监管临期商

品，也没有在醒目位置提醒消费者。这不仅是商家经营管理

中的疏忽，还反映出部分商家抱有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有

专家解释，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未必已变质，但不可再销售。

保质期法律意义上的边界不可侵犯，“即便相差一分钟，超市

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远高于商品价值的惩罚性赔偿是对

消费者权益的尊重，也旗帜鲜明地向更多商家传达了司法的

态度——对违法违规商业行为绝不姑息。

现实中，为了区区一瓶酸奶大动干戈，很多人不会这么

干。网上曾有个投票：你买到过期产品是否会索赔？很多人选

择“不会，一般自认倒霉”，认为跟商家谈赔偿或者维权太麻

烦。试想，如果人人都对过期产品“小事化了”，那么商家自然

也就“不了了之”，加剧了侥幸心理。今年4月，一位消费者因

被强制扫码点餐，将火锅店诉至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商家侵权；

还有的人抽到盲盒，发现是劣质产品，通过维权获得赔偿……

更多的“小李”们不怕麻烦站出来，不仅是维护自身“小利”，也

是在倒逼商家修补漏洞、完善自身，维护更多人的“大利”。

这样的较真，其实是对规则的尊重。规则不是停留在纸面

上用来吓人的，而是需要各方在行动中遵守。对企业而言，漠

视规则，等于丢掉发展未来。对个人而言，只有愿意亲身实践，

增强自觉维权的意识，才能推动市场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早高峰时段校门口的大堵车，一直令家长们头疼。最近，这

一问题在河西区闽侯路小学徽州道校区有了解决方案。家长将

学生送到校门附近，志愿者和老师们主动上前，为孩子们打开车

门，然后拉着他们的手，直接送进学校。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家

长即可开车驶离，平均仅停靠6秒左右，徽州道基本畅通。

这是河西区有关部门启动的“闪送工程”，由一位学校行政人

员、一位老师和两三名家长志愿者，负责每天从车门到校门这段路

程的护送任务；交管部门则在校门口施划专门的网格标线，明确家

长接送地点，每隔两米设置一个防撞桶，打造出一条“护学通道”。

闪送工程，节约了家长和学生的时间成本，也缓解了交通高

峰时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其背后是下好城市治理绣花功夫的

精细活。城市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越是往前发展，承载的功能

就会越多，而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不断“更上层楼”，如何

利用有限的资源，把城市治理好、家门口的服务体系完善好，考

验着治理智慧和水平。尤其中心城区，建筑密集，人流车流量

大，解决各种治理难题，必须学会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间做

腾挪。比如，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因地制宜建设“口袋公

园”等，让百姓生活变得更便利舒畅。

治理的精细化，在于点滴之间彰显为民情怀。千方百计解

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难题，要精准捕捉需求“靶心”，把群众诉求转

化成决策依据，形成精准有效、群众拍手叫好的举措，治理的针

脚越织越密，城市的幸福底色也就会越来越浓。

“无人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机器人同

事”包揽重活累活等生产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工业企业中，这是工业互联网赋能中国制造的缩

影。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加快构建，已延伸至45

个国民经济大类，产业规模突破万亿元。进一步

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赋能作用，就要对于不同类型

的主体企业，分门别类、因企施策，指导其分阶段

开展数字化转型，实现更大发展。

朱慧卿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