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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思路的“天花板”
■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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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当如“烤红薯”
■ 金之平

别拿规定当幌子
■ 张玥

■ 张玥

给用户设“坑” 掉进去的是自己

■ 彭娜

■ 李娜

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

引进一个 带来一串

对话人：

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朱绍岳 本报评论员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主战略、大战
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行动，需要立足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
服务全局，下大气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要有眼力见、眼里有活”，是

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质朴

的话语，其实也是做好工作的一

个前提。

“活”就是事、是问题，是工作

的导向和“靶子”。问题无时不

有，有些是显露出来、摆在那儿

的，有的则是潜在的、需要用心去

发现。眼里没活，一副漠不关心

的样子，或推一推转一转，对各种

问题视而不见，往小了说是工作

态度不积极，往大了说是缺乏责

任心，是宗旨意识不强。在其位，

就要主动谋其职、尽其责，把该负

的责任负起来，把该担的担子担

起来。

眼里有活，考的不只是“眼

力”。做到“眼里有活”并非难事，

很多时候不是“不能”，而是“不

想”。把问题看在眼里，却不想怎

么解决，不去行动，相较于“看不

到”更严重、更伤人心。2023年

春晚小品《坑》讽刺了一位“卷起

袖子在一边看”的“躺平式干

部”。路上的大坑，半年没有填

平，为什么？干这个事麻烦还不

出彩，所以看见了也不干。眼里

有活，活不分大小，只要是跟群众

切身利益相关的事，就是大事、要

事。比如菜市场距离社区远近、

路灯照明辐射范围、街巷路面卫

生等，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

都是百姓关心的事。用看长远、

看整体的视野找对方向，瞄准目

标，把遇到的问题、大事小情一一

解决好，化解的是百姓难题，成就

的是发展的大事业。

眼里有活，说到底，眼里有的

是百姓。“为了谁”不是一句简单

的提问或提醒，而是决定了干事

立场、价值标准、动力等。自私自

利爱打“小算盘”，习惯把做了多少与得到多少挂钩，多干一点

就觉得亏，这样的人看到的是私利，眼里只有自己。眼里有活

的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百姓需要什么，还能为百姓干什

么，对百姓的事上心、用心，即便碰到再大的难题，也会千方百

计去攻克，努力把工作干好。这也意味着，眼里有活的人，从

不被动地“等活”，不是简单有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善于调查

研究、发现问题，主动找活干，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履行每一项

职责中见精神、见初心。

朱绍岳：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新场景、提出了新要
求。我市组织实施的“十项行动”，首项行动就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纵深推进行动。在您看来，推动协同发展实现新突
破的关键词是什么？

刘刚：至关重要的是“创新”二字。京津冀协同发展近

九年来，三地牢牢牵住“牛鼻子”、在协同性上狠下功夫，推

进区域实现布局优化、优势互补，积极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新路径。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要想向纵

深推进、实现新的突破，根本还是要靠创新驱动。整合区域

内三地的创新资源，完善协同联动的创新体系，打造高效便

捷的创新机制，这些都极为重要。把北京优质的创新、研发

设计团队，与我市的制造业优势以及产业配套有机结合起

来，打造从设计、研发到转化落地的协同创新有机体，对我

们来说，这是一条优化配置京津冀创新资源、形成高新技术

产业优势的可行路径。

朱绍岳：的确如此，这也符合天津“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的定位。如果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盘大棋，那么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就是这盘棋的“棋眼”。找准“棋眼”，加
强平台载体建设，优化政策服务，有序承接项目、产业，可以

更好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天津走深走实。
刘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意味着技术、资金等多种

要素的“互通有无”，为城市之间、产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带来

了新的空间，可以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

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科技领域，北京产出了一批原

创理论和技术成果，这对于天津主攻的信创产业、智能科技产

业来说，大有裨益。武清区的京津冀大数据智能算力中心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依托国家超算中心的优势，我们不仅接住了

来自北京的科技创新力量，还接住了中国电信天翼云等央企

技术“国家队”，推动北京创新资源与天津研发生产转化实现

了优势互补、紧密衔接。做大承接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平台载

体，发挥好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园区的支点和窗口作用，形

成一批高水平的产业创新联合体，构建跨领域、跨区域、多主

体的创新合作机制，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的攻关与转化，还为新产业新业态的落地提供了应用场景。

朱绍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加强协同创新水平，加
快科技攻关和转化，关键是要建立起“链与链”的衔接，提升
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的整体价值？

刘刚：是的，协同性的一大体现，就是产业链条上各项

生产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人才为主线，把知识、技术、

能力、资金这些“珍珠”串起来，才能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互

享、融通、联动，释放协同创新背后的力量，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注入活力、筑牢根基。此外，建立起促进优质人才资源共享共

建的柔性机制，以具体的、特定的重大项目为抓手，以亟待解

决的产业重难点为攻关方向，加强集群式创新团队建设，也能

达到以人聚产、以人兴业的效果，有效提升区域内的创新资源

的配置与运行效率。

朱绍岳：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
务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携手共绘一张蓝
图，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不断
释放民生红利、增进人民福祉，能够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刘刚：没错，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本质上是三地公共服

务资源的再分配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组。所以，我们可以

着眼公共服务产品本身，扩大、优化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譬

如，加快推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持续深化

“871”重大生态工程提质建设，公共服务的“盘子”将会越做越

大。与此同时，完善京津冀三地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动力协作

机制，也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领域。运用智能终端、大数据、

云服务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便捷化、智

慧化，能够进一步打通协同壁垒，精准识别三地居民的个性化

需求，让群众切身体会到协同发展带来的幸福美好。

红薯烤透，外焦里嫩，味道更好。做事当如“烤红薯”，

把事做透才能出成效。

烤红薯看似简单，“烤透”则满是学问。首先选材至关

重要。冻伤的红薯有硬心，味道苦且很难烤软；一些淀粉含

量高、有筋的品种，烤后较干，口感不好，同样不适合做烘烤

用。“烤什么”这个前提把握不好，难免导致后续工作效果不

佳。做事同样如此，选对了“干什么”，才有干好的可能。比

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挖掘、培育特色产业已是致富共

识，有的地方依山傍水，做旅游文章，吃上了“生态饭”；有

的地方，农产品有特色，靠品质出圈，打响了品牌。当然，

也有的地方不顾自身实际，一味想把别人的“特色”移植

过来，结果因水土不服，闹出东施效颦的笑话。古人讲，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标本”就

是实际，也是现象背后的原理，弄清楚这些，推进工作才能

找对方向。

红薯烤透，要掌握火候。用火太急，外面糊了，里面还

是生的；火力不足、温度达不到，不易烤透。把事做透，关键要

把握好度。“度”是速度，分清轻重缓急，着急的先办、能办的快

办，听见需求的哨声，就要见解决的行动；“度”是深度，做好调

查研究，深入分析原因，看到冰山一角，就要想到藏在水面以

下的部分，善于联系地解决问题、抓深层次问题；“度”是精度，

解决问题防止大而化之，在细节处多“较较真”。说到底，“度”

是做事的火候，也是工作的力度，如何拿捏好，需要下大功夫

在事上练、在干中学。

做事能不能做“透”，是能力问题，更是态度问题。态度端

正，能力就有提升的空间，就会尽己所能把事情办到最好。反

过来，态度不认真、没有把心思放在干事上，能力再强也是枉

然。这也是为什么水平相当的两个人办同一件事，可能出现

不同结果的原因。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方能精一行。做

事足够用心，烤红薯也可以做成事业，再平凡的工作也能做出

精品、做出不凡的成绩。

不久前，在湖南的一家银行，一位老奶奶在柜台取现金

时，因为不会写字，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不签字取不了钱。

该工作人员还说，“不会写字就不要排队”。老奶奶只能在

家人的帮助下从ATM机上把钱取出来。

一句冷冰冰的“不会写字就不要排队”，透着不耐烦，缺

乏同情心、同理心。说到底，是这名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出

了问题。类似现象并非个例。在广东珠海，一名盲人因为

带着导盲犬被酒店拒绝入住；在湖北广水，行动不便的94

岁老人为了激活社保卡，在办事窗口前被人抱起进行人脸

识别……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许多事情在被公众关注后，服

务方也能找到解决办法，充分说明原先不是没有操作空

间。再完善的规定，都有可能覆盖不了全部人群。也许有

些人以规定为理由，是怕违规受处罚。其实，遇到特殊情

况，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变通处理，是服务人员应具备的

基本能力。不愿意想办法，嫌麻烦，是因为缺乏一颗为群众

服务的心。须知，良好的服务应该是热诚的，给老百姓带去

便捷、舒适，把麻烦和困难留给自己，而不是打着规定的幌子，

对群众说“不”，给群众添“堵”。

群众的需求往往是多元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难免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每当此时，服务机构需要有

一种代入感，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感受群众着急的是

什么、难处在哪里，尽自己的全力去寻找解决之道，同时还

要举一反三，从个案中总结经验，从而建立处理特殊情况、

服务特殊群体的机制和流程。其实，许多服务大可不必等

到特殊情况发生时才着手处理。老人遭遇“数字鸿沟”时怎

么办？如何给残疾人提供最大方便？这些都是做好服务应

前置思考和应对的问题。越是小众、越是特殊群体的需求，

越不能忽视。面对这些需求，服务机构不应嫌麻烦，恰恰相

反，可以将之作为检验服务意识、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业务

水平的良机，反思自己为何做得不到位、不周全，在查漏补

缺的过程中把服务内容做出增量来。如是，方能给群众提供

愈来愈优质的服务供给。

规章制度不是冷冰冰的文字，遇到问题时，多些体谅、多

些人情味儿，带着真挚的心为群众服务，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

不成的。

在互联互通的时代，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合”是避

不开的关键词，是激活产业动能的一把钥匙。

“融合”的意义，蕴藏在鲜活的发展实践中。不久前，天

津赛象科技成功入选天津市第四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赛象科技以“定制化生产”为杀手锏发力海外市场，全程跟

踪客户需求，研发出一款能够满足二十多种轮胎柔性生产

需求的设备，同时，一整套售后服务让客户远程查看设备的

调试、运行情况……“制造+服务”的融合模式让赛象科技

在市场缩水的大背景下成功“突围”。

产业融合，融出了效益，也融出了活力。随着高质量发

展的脚步不断加快，各个产业单打独斗已经难以满足市场

新需求。经济学中有个“微笑曲线”理论，微笑嘴型的一条

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高的服务、设计等环

节更多体现在两端，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这意味着，制造业只有积极向曲线上的两端延伸，才可能

获得更大的成功。换句话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犹如两股优势力量相向而行，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

为一体——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带来的不仅是质

量的改善、效率的提升，还有新产业的涌现、新动能的激发。

把视线拉长，产业融合也意味着一、二、三产业的共同发

力。譬如，对于农业发展而言，以第一产业为基础，“接二连

三”，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形成集生产、加

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

动能就会更足。

融合，要有新思路。向产业融合要效益、要活力，就要勇

于打破发展思路的“天花板”，突破产业界限，把产业链拉长，

拉出更多发展空间。如今，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展开积极

探索，或发展个性化定制、工业文化旅游等新业态，或打造“产

品销售+售后维保”全产业链经营模式；乡村大力发展现代都

市农业，或打造“早上在田里，晚上到餐桌”集产销一体的供应

体，或打造农旅融合特色小镇……发展不是某一产业的“单兵

突进”，而是“集成作战”。跳出旧框框，有了新思路，多点求突

破，就会有新模式、新业态、新活力。

产业间的同频共振，离不开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产业

融合深不深、优不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清除阻碍发

展的拦路虎，能不能激发融合的积极性创造性。良好的体

制机制保障与政策激励，是产业融合的催化剂。坚持向改

革要活力，着力破除制约融合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一种向好的产业生态，产业发展的

质变自然水到渠成。

近日有网友反映，某视频平台对手机投屏功能（将手

机上的画面实时投射到电视等大屏幕上）做出限制。之

前黄金会员可以用4K高清晰度投屏，现在只能用480P的

低清晰度，若想继续使用4K投屏，需要加钱升级为白金

会员。对此，上海市消保委指出，投屏是移动端用户正常

的使用场景，消费者付了钱，在手机上看还是投屏看都是

其权利。

如此做法，符合某些视频平台的一贯风格：你以为VIP

是顶格待遇了，哪想到还有三六九等。面对层层设限，用户

就得层层花钱，一步一步掉进“坑”，比直接被“宰”更气人。

就此次争议而言，如果此前购买会员的协议中对于投屏清

晰度没有明确规定，突然间做出限制，往轻里说是在耍心

眼，往重里说是侵害消费者权利。而且法律专家表示，即便

事先告知用户有投屏限制，也属于额外强制性条款，侵害用

户的自由选择权。

近年来，一些视频平台的操作手法多次引起用户不

满。会员费连年涨价不说，交了费后仍躲不过广告，还美其

名曰“专属推荐”；同一个平台，手机端会员账号无法在电视

端使用，想用就要继续加钱升级……这些做法或许在短期

内能为平台赚得一点小利，但重利益轻服务，终会逼得用户

用脚投票、卸载注销。即便会员费一路飞涨、名目越来越

多，许多平台仍连年亏损，充分说明薅用户羊毛对扭亏为盈

不起作用。

想方设法提供优质服务，才是互联网平台黏住用户、长远

发展的关键因素。其实，视频平台依靠其他办法也能活得

滋润。有的同类平台已经摸索出了一些路径，比如通过制

作原创影视剧，一年卖剧的利润相当可观。该模式虽然也

是依托用户付费，但事实证明，专注制作优质内容，用户为

此花钱也心甘情愿。其实，少些算计，多些优质供给，用户

不会辜负这样的诚意。

近来，位于河东区十一经路的中航平台经济园内，灵活用

工类平台头部企业宏捷算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平

台企业天津鸭嘴兽物流有限公司等平台类企业纷纷入驻，也

带动了几十家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落地。企业纷纷落地的背

后，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样也得益于平台类企业“以商

招商”作用的发挥，让落户企业充当“红娘”，推动形成了“引进

一个，带来一串”的磁场效应。

在招商过程中不难发现，“自己说千句，不如企业夸一

句”。落户企业对于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最有

发言权，也最具有可信度。因此，借助落户企业的人脉资

源关系、企业家之间的口口相传，从而吸引带动更多龙头

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和服务对象前来投资，实现招商“裂

变”，不断招来新的企业，能够实现以小的招商成本获取大

的招商效应。

打铁必须自身硬，说一千，道一万，招商引资最终还是

要落到营商环境上。企业家呼朋唤友，“以商招商”的背后

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给力服务。这就需要当好服务员，以诚

相待、有求必应，主动了解企业需求，为企业做好服务，让企

业家们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形成了“口碑效应”，便会吸引

更多企业安家落户。

“博物馆里过大年”成为了一种新年俗，今年春节

期间，举办跨年特展成为很多博物馆、美术馆的“必修

课”。从古代艺术典藏到当代文化创新，从丹青之境到

匠作之美，借助新颖的艺术叙事、线下线上的展陈形式

和多姿多彩的公共教育活动，不仅让观众在传统文化的

熏陶中过个热闹的文化年，也在文化共享中引领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司海英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