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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

“小棉袄”就要知心贴心
■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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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 金之平

小学三年级文化会说11门外语
这位奶奶“牛”在哪

■ 张玥

■ 朱绍岳

不怕走烂脚底板

■ 付昱

■ 李娜

用绿色发展托起民生福祉

敢于“火”上抖音
老字号不服老

司海英 画

射箭对准了靶子，才能提高

命中率。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

如同射箭，也需要靶向发力，有

的放矢。

前不久，滨海新区经开区的

华峰未来幼儿园作为试点单位，

同时取得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这是我市

首例“幼儿园一件事”成功办理；佘

女士也是“一件事”的受益者，她准

备在滨海新区开设劳务服务公司，

通过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企业

开办+银行开户“3+1”一体化服

务，一次性办好了新办公司所需全

部手续。个人或企业办事最忌麻

烦，将多个部门负责的“多件事”集

成为“一件事”，通过流程再造实现

“一件事”一次办，正是瞄准需求有

的放矢的生动例证。

有的放矢，是一种求真务实

的工作方法。找准“的”，开展工

作才有方向和抓手；用对“矢”，才

能见到工作成效，“矢”与“的”之

间蕴含着做好服务、抓好发展的

内在逻辑。高质量发展主题下，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等一系列工作任务，都有

需要瞄准的“靶心”，都需要精湛

的“射术”。把握目标任务的深刻

内涵，坚持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

相结合，或剥壳见核，或动态跟

进，找准路径方法，有针对性地去

突破，才能取得更好效果。

有的放矢，“的”是靶点、重点。“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

从”，抓住重点，势必带动全局性问题解决。基础科研实力薄弱被

不少初创期的科技企业自嘲为“软骨病”，制约企业发展。找准关

键“病因”，更须开出有效“药方”。天津物创海河实验室开展跨

单位、跨学科的产学研协同科技创新，使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双

向互通，推动原创性科研成果赋能产业发展，针对企业创新成长

中的“烦恼”出硬招、实招。抓问题“七寸”破题，做后盾、当支撑，

这样的用心服务给企业发展增加底气、信心和动力。从千头万

绪的网状枝蔓中跳出来，理出推进工作的主线脉络，找到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点”，往往能以点带线带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靶心”找到了，还要将“箭”稳而有力地射出去，力求一矢

中的。射箭高手射出每一箭时注意力都是高度集中的，会根

据“靶心”位置来调整射箭姿势，并随着风速等环境变化来把

握发箭时机。就像应时而动的惠企举措，企业哪里有需要，就

把目光投向哪里、及时把服务延伸到哪里，做到这一点，非用

心观察体悟市场不可。第一时间识别需求、精准施策，才能干

到点上、赢得满意，打好一个个主动仗。

张玥：步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很多新期
待。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
础、人民群众的期盼。

王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都提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说明我们的现代化一定是以绿

色为底色的。我们完全可以畅想这样的未来：低能耗、低污

染、低排放的生产持续为发展注入新动能，不仅环境越来越

美丽，而且生态资产在不断增值；人们享用着各种绿色产

品，生活越来越富裕、健康、舒适。绿色发展是实现这一切

的基本途径，其本质是让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得

到同步提升，使人们日益多元化、高端化的需求得到满足。

张玥：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高环保等级家具等绿色
产品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给生活带来显而易见的变化，也彰
显了绿色经济的蓬勃生命力。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绿色
经济还要进一步发展，绿色产品的供给品类也要不断增加、
质量要不断提升。您认为，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更多发力？

王芳：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应用、促进废弃物的有效

利用、让数字化深度赋能制造业，这些都是绿色经济进一步

发展的具体着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关键推动力量，

其中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比如，在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电池、电控系统等技术的更新迭代

起到了核心作用；我市推出《天津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的实施方案》，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

抵押难”的问题。通过促进产学研融合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企

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同时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

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提升绿色政策体系对企业的导向

和激励作用，能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动力和保障。

张玥：环境美，能更好带动生活美、百姓富。比如，西青
区辛口镇第六埠村靠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从贫
困村变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样的变化在天津并不
是个例。如今，绿色生态屏障、美丽乡村等成为旅游打卡
地，环境吸引力令人感叹。

王芳：好的生态环境既能吸引人才、项目、企业驻足，也

会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就像绿色

生态屏障已经成为我市重要碳汇储备库、林下经济的载体

所显现的那样，当我们结合生态环境去探索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的时候，会发现有着丰富的可能性，而且收益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高度统一和有机循环。当然，有时候这种收益需要经

过很长时间才能显现，这就需要我们保持耐心打好基础，因为

只要吃上“生态饭”就等于端上“金饭碗”，这是绿色发展的必

然结果，值得我们去付出。

张玥：绿色生产方式可以为人们带来高质量的绿色产品，
促进绿色消费，而这种消费又会倒逼绿色生产的突破。这个
相互促进的过程带来生产、消费领域的变革，也会促进生活方
式向绿色全面转型。

王芳：家电产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人们对智慧、节能

家电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使这个传统产业走上了智能化、绿色

化、高端化的创新道路，并反过来不断推动消费升级。绿色生

产方式倡导的是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在对节能、降耗、

减污、增效的追求中实现技术进步、产品出新、结构升级；绿色

生活方式追求的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推动文明意识、消费

方式、消费结构的绿色化。两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使得它们在

供给侧与需求侧、生产端与消费端同时产生作用力，让生产和

消费形成螺旋式上升。绿色生活方式既是绿色生产方式的动

力，也是它的归宿。因此，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以一种绿色、

环保的方式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我们的福祉。

对话人：

王芳 天津市委党校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张玥 本报评论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项重要内容。让人民群众在
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中获得更多幸福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工作怎么抓、抓到什么程度，事关事业成败。干得好不

好，关键看落得实不实。

任何工作，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如果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就容易顾此失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必须放眼长远，用“望远镜”进行全景式扫描，把握住大局，才

能使各个方面整体联动，相互促进。譬如，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说一千道一万，让群众持续增收是关键。西青区辛口镇

抓住具有特色的沙窝萝卜，不仅壮大萝卜产业，发展农产品

深加工、旅游观光、采摘项目等，还举办沙窝萝卜文化旅游

节、建设沙窝萝卜特色小镇，真正将小萝卜变成富民大产业。

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则要细致精当。把具体工作

做扎实、做到位，用好“望远镜”，还要善于运用“显微镜”，抓

住痛点、难点、堵点精准发力。年终岁末，寒暖牵心。把民

生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需要特别关注困难群众的生

活。河北区鸿顺里街居民何先生生活困难，办理低保时无法

提供有效材料。街道低保联席会以“一事一议”的方式，调查

加审批仅仅用了20天，何先生便享受到了每月低保金，还得

到了急难型救助金以及房补、取暖费、慈善救助等帮助。抓住

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把精细高效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才能不负群众的期待。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工作中变是常态，要善于运用

望远镜、显微镜精准识变。保持敏锐，找到那些“昨日是”的

“今日非”，预见那些“今日非”的“后日是”，及时发现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唯此，摸清发展迹象、看出变化动向，把应对措

施思考得更全面一些，科学应变，这样的工作才可称之为高标

准、高质量。

有了“望远镜”，可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有了“显微镜”，

可以见微知著，庖丁解牛。在谋划于先、落实于细中，工作便

能有新进展，取得新成效。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老奶奶，为什么能掌握11门

外语？前不久，一则拍摄于桂林阳朔月亮山景区的视频登上

热搜，不少网友大呼神奇。这位叫徐秀珍的老奶奶说，自己一

口流利的外语都是在景区卖水时学来的。每次和外国人交流

时，她总会细心记下别人口中的每一个单词，靠着死记硬背、

用汉语去套等“笨”方法，逐渐越会越多。因为会外语，徐秀珍

从只会卖水的老奶奶变成了景区导游，接待过很多外国游客。

其实，哪有什么神奇，不过都是努力。如果说人生是一

场赛跑，那么努力决定了谁能跑得更远。都说莫扎特是音

乐神童，但他也是在接受了十几年的严格训练后，才作出第

一部成名作。他曾说：“我每天花8小时练琴，人们却用‘天

才’两个字埋没我的努力。”冬奥会冠军苏翊鸣18岁摘金，

靠的是每天的反反复复练习。他说，努力永远不会欺骗

人。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万小时定律”，即一个人如果想要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一般需要在这个领域专注研究一万

小时。“一万”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只是象征着持久与执着，

而这正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灵感像火花，有可能一瞬

即逝，用努力做燃料，才会持续照亮整个人生。

“一万小时”的投入，如果只是在低水平上重复，充其量

只能成为熟练工，这就把努力的意义狭隘化了。真正努力

的人，往往会和自己“过不去”，逼着自己不断提高。这是一

个走出舒适区的过程，一定会有困难和挫折。但正如奥斯

特洛夫斯基所说：“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

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有时候，挑战一下“不可能”，人

生的圆周会比原来扩大许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会丰

富许多。所谓努力成就精彩，就得益于这样的挑战过程。

从卖水的老奶奶变成景区导游，后来又办起了农家乐

接待了很多外国人，生意越来越好。徐秀珍老奶奶的生活

变化足以令人思考。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因改革、开

放、创新而活力四射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为个人的向上向

前发展提供足够多的机遇。这世界总有神奇的事情在发

生，而你在惊叹之余去揭开神奇的面纱，后面一定是大大的

两个字：努力。

“我们广大的社区工作者，是社区老人的眼、腿、手，更

是居民朋友们暖心的‘小棉袄’和‘及时雨’。”不久前在基层

宣讲时，北辰区瑞景街道宝翠花都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

会主任林则银饱含深情的话语引发阵阵掌声。做群众工

作，就要善于做居民的眼、腿、手，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

员，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成为群众离不开的知心

人、暖心人、贴心人。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

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

花。”基层党员干部是最贴近群众的人，也更应该成为居民

的“眼睛”，把群众的急难愁盼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成为群

众的“腿”，帮群众跑腿办事，破解急难；成为群众的“手”，为

群众谋更多福祉，创更好生活。服务百姓的热乎劲，就会换

来百姓对干部的信任度。

把“你和我”变成我们，才能做好服务。做居民的眼、腿、

手，关键在于是否带着感情去做事，能不能做到换位思考、为

群众多想一点。带着感情为民服务，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

种习惯、一种常态。不久前，南开区龙滨园社区获得“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号，对于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社区

工作人员温情助老，走街串巷“下网格”，问问独居老人用药

还剩多少、看看空巢老人有什么需要；遇到“跑冒滴漏”问题，

居民只需一个电话，维修人员就立即响应。多一些群众视

角、多一些主动意识，准确知道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就明白

要实实在在抓什么、干什么，工作推进就会更有针对性。

做好居民的眼、腿、手，还在于精细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

作风。在排忧解难中练就“绣花功”，这种功夫不仅是一种干

事创业的态度，也是一种创新创造的能力和行动。河西区港

云里社区依托“吹哨报到”机制，创新打造居民、社区、街道“三

级吹哨”模式，切实让解决问题的速度快起来、准度精起来、力

度大起来。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的各个方面，找准“下针

点”，思路观念出新、标准方法创新，结合发展实际满足不同需

求，必能“绣”出不一样的花朵，创造出更加绚丽的民生图景。

一位基层干部曾说，“基层工作没有轰轰烈烈，但只要

时刻与群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乐在一起，就是在为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始终站在群众之中，把群众

的事办实办好，让日子更好、心气更顺，我们才能看到群众

脸上开心的笑容，赢得群众的信任。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延安时期，诗人柯仲平在《延安

与中国青年》一文中，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和群众打

成一片的深刻原因。

“不怕走烂脚底板”，开宗明义的一点，就在于“不怕”。这

是一种干事创业、解决问题的态度。服务人民群众，为老百姓

办实事办好事，关键是要能够迎难而上，做到解决真问题、真

解决问题。如果拈轻怕重，不肯到一线、“下火线”，搞蜻蜓点

水、走马观花，不仅难以揪出问题的病根，也会让自己“脚底松

软”，无法真正在群众中站稳脚跟。推动问题的解决、事业的

精进，不能过分爱惜自己的“脚底板”，只走平坦的路、易走的

路，而是要敢于过急流、走险路，多到问题扎堆、反映集中的地方

走一走、蹲一蹲，多听一听基层群众的心声。

解难题、办实事，服务好人民群众，不仅要有务实的态度，也

要有正确的方法。“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很多时

候，问题的查找与理清，往往需要反复尝试。不用心、不动脑，同

样的路即便走过再多次，也很难找出问题的根源。因此，“不怕

走烂脚底板”的关键，是要能够从一次次的基层“沉潜”和走访调

研中，补齐短板、增加经验、提升能力，拨开“问题的迷雾”，抓住

本质，做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拿出直面挑战的勇

气，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问题，涵养与困难做“拉锯战”的耐心和

毅力，唯有如此，我们方可一次次攻克难题，为百姓排忧解难。

最近，坐落于和平区的老字号天津康乐在抖音上又火了一

把，新推出的宁波汤圆系列产品受到了不少消费者追捧。这个

始于1951年的老字号通过“触网”放大了品牌文化底蕴，推高

了品牌声量，让康乐的名字又重新“火”回津门百姓的视野中。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很多老字号纷纷将自身

文化底蕴和时尚IP相结合，以“新国潮”的理念逐浪市场蓝

海。作为一座百年商埠城市，天津具有深厚的商业底蕴，也有

着众多享誉海内外、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老字号。这些老字号

的牌匾上记载着曾经的辉煌，而面对当下市场环境和消费群

体的变化，既不能有“吃老本”的心态，也不能抛弃以往经验

“另起炉灶”，那么，如何才能站稳脚跟、谋划长远？

老字号焕发新活力，需要厚植文化底蕴。老字号从历史

深处走来，是市场探索的结晶、是民族智慧的精华，其中蕴含

的商业精神、工匠精神，是民族的骄傲、文化的瑰宝，这些厚植

在消费者心中的“记忆坐标”，也是老字号不“老”的最大优

势。将传承品牌文化融入到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充分彰显其

历史底蕴，能够以文化的魅力提升品牌美誉度。

老字号焕发新活力，要向“新”而行。创新是所有市场主

体生存、壮大的前提，老字号在诞生之初，一定是靠着创新逐

步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当今时代，“风口”无疑是在互联网，除

了微视频和直播带货外，开展非遗技巧“云展示”、打造“非遗

网红”等方式也是老字号“出圈赶潮”、融入市场的好方法。

当前，天津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乘着这一东

风，以守正创新为双翼，相信老字号必将实现新的腾飞，我们

期待更多老字号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如今，居家适老化改造在越来越多社区推广

开来，以贴心的设计和服务托举起老年人稳稳的

幸福。比如，在楼道、床边、卫生间安装防滑扶手，

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独立起床、如厕；建设社区

老人家食堂，不断升级助餐服务政策……改造“硬

设施”，完善“软服务”，增强居家生活设施设备安

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这些适老化“小改造”正在

帮助老年人实现“大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