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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中作

出重要指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

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伟大建党精神

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是做好新时代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思想引领、价值追求、实践导

向和政治立场。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关

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以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新

时代文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不断谱写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新
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思想引领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彰显中国共产党的

理论特质和思想内核，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提供了思想引领。理论是武器，理想是旗

帜。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新

时代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

克 思 主 义 行 ，是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行。”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在理

论与实践的碰撞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这是我们党站在

新的历史交汇期，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内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作出的新战略、新

部署、新谋划，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不

断夯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理论根基，使这项

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始终坚守正确

的理论方向与文化导向。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新
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价值旨归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彰显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价值追求，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明

确了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

使命，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根红线，做好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亦是为了更好地造福

人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致力于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映照党的初心使命，

引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旨在繁荣社会主

义文化，实现全体人民精神财富的共同富裕，不

断以最新精神文明成果激扬人民的信仰力量，凝

聚全民族的价值共识，充分发挥伟大建党精神

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价值引领作用。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新
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导向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彰显中国共产党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历史主动精神，为新时代党引

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明确了实践导向。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

多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特质，这一精神特质持续焕发强大力量，构

成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实践

动力。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数字帝

国主义的悄然兴起，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了严

峻的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等

不良社会思潮的抬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

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生命力、引领

力和整合力。因此，面对外来文化入侵、危害国

家意识形态的“毒瘤”，我们必须拿出“不怕牺

牲、英勇斗争”的气魄，坚定“四个自信”，与危害

我国文化安全的行为展开坚决斗争，始终保持

高度的思想清醒与意志坚定。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新
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政治立场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彰显中国共产党根

本政治品格，为党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根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

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引

领者，必须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全方位、深层次地拓展文化

空间，充分彰显引领性。一方面，要牢牢坚守党

性原则，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沿着正确的政

治方向前行，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不动摇；

另一方面，要站稳人民立场，精准把握人民群众

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脉搏，以优秀文化成果滋补

人民的精神世界。在具体实践中，应积极探索

创新，引导人民群众以共建共享的方式深度参

与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来，让文化成果真正

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

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引 领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李晨馨

引言

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图

书馆作为人类文明的守护者与知识传播的

中枢，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范式变革。据

国际图联（IFLA）2024 年度报告显示，全球

超过 78%的图书馆已启动数字化转型计

划，其中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渗透率

以年均 15%的增速位居前列。这场变革不

仅意味着技术手段的革新，更代表着知识

服务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本文通过剖析国

内典型实践案例，揭示图书馆数字化转型

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为构建新型知识

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一、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
的深度实践

1.1 区域协同创新：“万开云”模式的

三重突破

“万开云”区域协同创新模式的成功实

践，标志着中国智慧图书馆建设从单体智

能向群体智能的范式跃迁。该模式在技术

架构、服务生态与治理机制三个维度形成

突破性创新，其深层逻辑值得系统解构。

1.1.1技术架构的革命性突破

系统采用“云-边-端”协同计算框架，构

建起具有自主进化能力的智能基础设施：

区块链共识机制。基于改进的 PBFT

算 法（Practical Byzantine Fault Tolerance），

建立跨区域资源确权体系。每个区块包含

资源指纹、访问日志、版权信息等核心字段，

共识耗时从传统算法的 2.3 秒降至 0.9 秒，

TPS（每秒事务处理量）提升至1500次/秒。

混 合 云 存 储 架 构 。 本 地 化 部 署 的

Ceph 分布式存储系统（容量 1.2PB）与阿里

云对象存储 OSS 形成“热-温-冷”三级存

储体系。通过智能分层算法，将高频访问

资源的响应速度提升至 50ms以内，存储成

本降低 62%。

技术突破带来显著效益。元数据标准

化率从 46%提升至 98%，跨馆检索查全率达

到 92%；区块链确权系统每年减少版权纠纷

案件 127起，节约法律成本超 300万元。

1.1.2服务生态的范式重构

“万开云”模式突破传统图书馆服务边

界，构建起“知识服务+”的融合生态：

文旅融合场景。开发“巴渝文化数字

长廊”，将三峡库区考古发现、川江号子等

非遗资源转化为 3D 交互内容。通过 Unity

引擎构建虚拟展馆，支持手势识别与空间

定位，用户平均停留时长达到 23 分钟，是

传统图文展示的 4.6倍。

教 育 赋 能 体 系 。 创 建“ 乡 村 数 字 书

院”，为偏远地区学校提供定制化资源包。

系统运用知识图谱技术，将课程标准与图

书 馆 资 源 智 能 关 联 ，生 成 个 性 化 学 习 路

径。试点学校学生阅读素养测评得分提升

19%，城乡教育差距缩小 28%。

这种生态化转型产生溢出效应。三地

图书馆年度到馆人次逆势增长 37%，数字

服务收入占比从 12%跃升至 35%，成功实

现从“文化事业单位”向“知识运营商”的角色转变。

1.2 城市智慧服务：杭州模式的迭代演进

杭州“一键借阅”系统历经三次技术革命，完整演

绎了智慧图书馆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演进路径，其创

新实践对超大城市知识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范式意义。

1.2.1技术架构的持续进化

系统的四次重大升级构成完整的技术跃迁图谱：

物联网筑基阶段（2018-2019）：部署全国最大

规模的图书馆物联网，2.6 万个 RFID 标签实现图书

全生命周期追踪。自主研发的图书盘点机器人，运

用 SLAM（同步定位与建图）技术，使百万册藏书盘

点效率提升 40倍。

数据中台构建阶段（2020-2021）：搭建“文澜数

据大脑”，集成用户行为数据、城市开放数据等 7 大

类数据源。开发特征工程平台，自动化生成 423 个

用户标签，支撑精准服务推荐。

认知智能突破阶段（2022-2023）：引入多模态

大模型，实现文本、图像、语音的联合理解。在宋韵

文化传播中，系统能自动解析古籍插图语义，生成

AR 增强内容，用户互动率提升 65%。

元宇宙融合阶段（2023-今）：创建全国首个图

书馆元宇宙空间“文澜阁·虚境”，支持数字分身创

建、虚拟藏书票铸造等创新功能。上线半年即吸引

12万用户入驻，产生 UGC 内容 3.2万条。

技术演进带来显著效益：数字资源利用率从

31%提升至 79%，服务响应速度进入亚秒级时代，系

统可用性达到 99.99%的电信级标准。

1.2.2服务场景的裂变创新

系统通过场景解构与重组，开创出四大新型服

务范式：

即时化服务。在城市驿站部署“智能图书柜”，

运用边缘计算技术实现刷脸借阅。通过与外卖平台

合作推出“知识外卖”服务，热门图书 1 小时送达，订

单量峰值达日均 2300 单。

沉浸式体验。在良渚文化村建设“AR 考古实

验室”，通过 LiDAR 扫描与虚实融合技术，重现 5000

年前制玉场景。青少年用户通过手势交互完成玉器

制作虚拟实训，历史认知度测评得分提高 32%。

社会化生产。开放 API 接口吸引开发者生态，

孵化出“诗词地图生成器”“文献知识蒸馏工具”等

37 个创新应用。其中 AI辅助写作插件“文思泉涌”，

已帮助作家创作出版 13部文学作品。

全 球 化 连 接 。 构 建 多 语 言 服 务 矩 阵 ，接 入

DeepL、科大讯飞等翻译引擎，实现 142 种语言的实

时互译。在亚运会期间推出的“数字文化使者”服

务，为外国运动员自动推送本土文化数字礼包，获国

际奥委会创新奖提名。

二、智慧知识服务的多维创新

2.1 教育场景的重构：高职院校的数字化转型

疫情催化下，高职图书馆的服务半径发生根本

性扩展。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为例，其构建

的“三维服务体系”包含：云端知识仓库（存储容量达

2PB）、虚拟教研空间（支持 VR 协作）、智能教辅系统

（嵌入 74 个专业课程）。通过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系统能自动解析教学大纲，匹配率

达 91%；运用情感计算技术，心理辅导机器

人的服务满意度达 94%。

更值得关注的是产教融合创新：东莞

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联合当地智能制造企

业，开发 AR 设备维修知识库，将企业案例

转化为教学资源，使实训课程更新效率提

升 60%。这种“产业知识反哺教育”的模

式，开创了高职图书馆服务的新维度。

2.2 学术服务的进化：研究型图书馆的

范式转移

在科研范式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

图书馆的服务重心正从资源供给转向知识

生产。复旦大学图书馆构建的“学术生命

周期支持体系”颇具代表性：在课题立项阶

段，通过 SciVal等工具提供学科热点分析；

研究过程中，利用 Galaxy 计算平台支持数

据清洗与可视化；成果转化阶段，依托机构

知识库实现知识产权管理。其开发的“学

术影响力追踪系统”，能自动生成学者研究

画像，被纳入学校人才评价体系。

值得注意的技术突破包括：运用知识蒸

馏技术将大型语言模型轻量化，使其能在移

动端提供文献分析服务；开发科研伦理审查

系统，通过规则引擎自动检测论文合规性。

这些创新使图书馆从辅助角色转变为科研

生态的共建者。

三、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3.1 技术融合的深化路径

下一代图书馆将构建“物理-数字-认

知”三维融合体系。在物理空间层面，通过

数字孪生技术建立图书馆“镜像系统”，实

时映射实体场馆的能耗、人流、资源分布等

数据，实现动态优化调度；数字空间层面，

开 发 基 于 扩 展 现 实（XR）的 混 合 阅 读 场

景，例如通过 AR 眼镜实现古籍文本的立

体化注释，或利用 VR 技术还原历史文献

的创作场景；认知层面，探索脑机接口辅助

阅读技术，通过神经反馈分析读者注意力

曲线，动态调整知识呈现方式。中国国家

图书馆已在“敦煌遗书数字化工程”中试点

触觉反馈技术，使读者能通过智能手套感

知古籍纸张纹理，开创多感官阅读体验。

3.2 生态体系的扩展策略

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协同机

制。政府层面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标准》

的制定，明确数据接口、安全防护等技术规

范；企业端联合华为、商汤等科技公司研发

图书馆专用 AI 芯片，提升边缘计算能力；

高校科研机构重点攻关知识图谱动态更新

技术，解决现有系统更新滞后问题；用户社

群通过“众包模式”参与资源标引，例如武

汉大学图书馆发起的“学术热词众筹标注”

项目，3个月内完善了 12个学科的知识关联

网络。此外，建立跨行业知识联盟，如上海

图 书 馆 与 喜 马 拉 雅 合 作 开 发“ 有 声 文 献

馆”，将 3 万小时馆藏音频转化为数字化产

品。

3.3 数字人文的深度融合

推动图书馆从“知识仓库”向“文化创新引擎”转

型。重点建设三大能力：

文化遗产活化能力。运用高精度三维建模技术，对

青铜器、书画等文物进行亚毫米级数字化，并开发交互

式研究平台。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数字文物实验室”

已支持200余项文物数字化研究。

地方记忆构建能力。建立“城市记忆数据库”，整合

地方志、老照片、口述史等资源。成都图书馆通过AI语

音合成技术，复原了36位已故文化名人的声音档案。

创意生产支持能力。提供数字叙事工具链，支

持用户创作多媒体知识产品。杭州图书馆的“宋韵

文化创作平台”上线一年，孵化出数字藏品、沉浸式

戏剧等 127个创意项目。

3.4 全球化知识协作网络

积极参与国际数字图书馆建设，重点突破三大

领域：

多语言知识互联。研发支持小语种的神经机器

翻译系统，打破语言壁垒。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丝路

文献共享平台”已实现汉文、阿拉伯文、梵文等 9 种

语言的文献互译。

跨境版权协同。运用智能合约技术构建分布式

版权管理平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试点数字资

源跨境流通。2023 年上线的“亚洲数字图书馆联

盟”已完成 30万册资源的合规化共享。

全球危机响应。建立国际图书馆应急知识网

络，如在气候变化领域，联合大英图书馆等机构构建

“环境文献预警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实时监测

全球研究报告中的风险信号。

3.5 可持续发展模式创新

构建兼顾效率与责任的转型范式：

绿色计算体系。采用液冷服务器、光伏供电等

技术降低数据中心能耗，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零碳知

识云”项目使单位算力能耗降低 47%。

数字包容机制。为老年读者开发“适老化智能

终端”，集成语音控制、字体放大等功能；为视障群体

设计触感阅读器，将文字转化为凹凸点阵图形。

伦理治理框架。建立 AI 服务伦理审查制度，包

括算法偏见检测机制（如借阅推荐系统的公平性审

计）、用户数据脱敏规范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率

先通过 ISO/IEC 38507 人工智能治理认证，为行业

提供参考标准。

结语

站在数字文明的新起点，图书馆的转型已超越

技术应用的层面，正在重塑知识服务的本质。未来

的智慧图书馆将演变为“三体”形态：资源综合体（融

合多模态知识载体）、服务联合体（提供全链条知识

服务）、价值共同体（构建开放创新生态）。这要求从

业者既要有技术敏感度，更需坚守人文关怀，在效率

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让数字时代的图书馆继续

承载人类对知识的永恒追求。

（此文为 2024 年度唐山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

题“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数字化转型创新的实践与探

索”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县域特色农业

产业集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近年

来，唐山市依托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及政策支

持，坚持“集群式发展、园区化承载、大项目带

动、大企业引领”，积极推进县域特色农业产业

集群发展，形成了以科技驱动、京津协同、品牌

建设为核心的发展格局。

一、我市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
群发展现状

1. 政策支持与保障。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支持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如《强化创

新引领 推进产业集群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唐山市特色产业集群“共享智造”行动方案》，

引导农业集群企业向创新、绿色、智能方向发

展。特别在“领跑者”企业重点培育库建设方

面，我市通过实施产业提升、科技赋能、质量品

牌提升等一系列工程，指导农业企业争取省县

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培育项目资金支

持，推动“领跑者”企业发展壮大，进而辐射带动

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同时，我

市注重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重点集群

行业协会全覆盖，加强农业集群企业协同、有序

发展，避免恶性竞争。

2. 发展规模与布局。我市立足“山、海、平

原”地貌特征、农业资源分布状况、地理区位和产

业基础，以京津优质安全农产品供应基地、环京

津生产加工物流基地、京津冀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目的地建设为抓手，着力构建“四区、三带、两

板块”农业产业布局。目前，全市形成了奶业、鲜

果、板栗、肉业“四大产业加工集群”，肉牛、甘薯、

花卉、食用菌、林产品“五大新型产业”，奶业、瘦

肉型猪、果菜、粮油、板栗、水产品“六条龙型经

济”。为确保质量再提高，我市加大工作力度，全

力推进农产品加工集群建设，2 个全国知名农产

品加工产业集群、7 个区域性优势产业集群、7 个

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列入全省方案，形成区块结

合、统筹推进的乡村生产高质量发展格局。

3. 产业特色与优势。近年来，我市大力发

展粮油、蔬菜、果品、中药材、食用菌、生鲜奶、生

猪、牛羊禽肉、禽蛋、特色狐貉貂、渔业、休闲旅

游十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着力建设的蔬菜、水

果、食用菌产业优势区已成功创建多个国家级

和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在此基础上，我市

立足县区生产实际，合理布局农产品加工业，在

遵化市、玉田县、迁西县、滦州市、滦南县、乐亭

县、曹妃甸区、丰润区、丰南区、迁安市等较大农

业县（市、区）打造十个区域性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 群 ，极 大 提 升 了 农 产 品 加 工 业 集 群 发 展 能

力。集群的快速发展，有力捍卫了唐山特色产

业在全省的优势地位。

4. 创新与科技赋能。在培育壮大县域特色

农业产业集群过程中，我市坚持创新赋能，不断

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点

燃”产业升级新引擎。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

续深入，我市与京津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通

过组建专家团队，实现精准发力。先后组织科

技人员到北京油鸡产业集群、生猪产业集群、高

端乳品产业集群、生猪养殖示范园区、现代奶业

示范园区进行对接技术指导;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合作研发“春茬包尖白菜”等新

品种;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合作实施“盐碱水质综

合改良调控技术研发与养殖模式构建”“淡水池

塘节水生态小区养殖模式示范”项目……以技

术、人才、科研设备等优势助推我市县域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蓬勃发展。

二、精准发力 打造县域特色农
业产业集群的对策思考

未来，我市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仍需

以区域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以数字化转型实现

降本增效，以品牌建设扩大市场辐射，以实用人

才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石，构建“产-研-销-服”

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生态体系。

1. 深化区域协同与产业链整合。依托区位

优势，继续吸引京津优质资源，积极承接京津农

业 产 业 转 移 ，吸 引 更 多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来 唐 投

资。加强区域间、上下游协调联动，推动深加工

项目规模化发展，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持

续推动农业设备、技术、仓储等资源共享，降低

中小企业成本，同时推广冷链物流、智能农机等

基础设施的共享机制，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 强化科技支撑与数字化转型。深化与重

点院校、科研院所及研发机构的合作，推进新品

种研发与技术转化，建立更多创新驿站促进成

果落地。同时，持续推动农业智能化应用，加强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推动无人农场、精准施

肥等场景规模化应用。

3. 扩大品牌影响力与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唐农”品牌影响力，扩大与京津商超、电商平台

的合作，推动更多特色产品进入高端市场。遵

化老蚧黄瓜通过对接盒马鲜生实现了高价销

售，香宇肉类制品线下销售渠道覆盖京津冀并

辐射周边各省份，仅北京市开设 40 家专卖店。

这些模式可复制推广至其他品类。

4. 持续优化农业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农业

集群企业面向需求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进

一步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培育建设

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县域经济产教聚

合体。持续开展“万企进千校”“凤还巢”等活

动，完善柔性引才机制，吸引更多优秀农业人才

来唐发展。加大对高素质农民、返乡入乡创业

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的培养力度，全

力构建复合型人才梯队。同时，利用社交媒体、

行业会议等渠道，宣传人才共享典型案例，引导

集群实施人才共用共享。

（本文为河北省委党校系统 2024 年科研协

作青年项目《唐山市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

展 路 径 研 究 》阶 段 成 果 ，课 题 编 号 XZ-

KT24QN033）

我市精准发力打造县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王雪梅

朋友们一起聊天，经常提到一个话题：如何

提升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大家见仁见智，说

什么的都有。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聊聊我个人

的一些认知和体会。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称职的、优秀的领导

干部，以下三条我觉得是必须具备、必须做到的：

为官常念百姓恩。记得十年前的 2015 年，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就叫《为官常念百姓

恩》。文中提到：常念百姓恩，也就奠定了为官

者的心里寄托、精神家园，它一定会成为各级领

导干部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等等良性思维和理

念的逻辑归宿和必然结果……所有的领导干部

都必须经常反躬自省、扪心自问：百姓、人民是

否亏待过我？倘若没有，那你就应该有血性、有

良知，有党性、有担当，有韧性、有坚持。不为别

的，只为了让那些不是咱爹娘胜似咱爹娘的天

下百姓、亿万人民，能够早日过上殷实富裕的小

康生活，早日实现他们心中各自的中国梦。沉

默无私的付出、奉献，是天下百姓、亿万人民给

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慈爱；感恩、回报，理应成为

各级领导干部人子之孝道、为政之官德。如今，

十年过去了，我的这份认知依然没有改变。

为官不做发财梦。平心而论，如今的官场，

的确越来越不好干。三天两头儿的，不是这个

“大老虎”被抓，就是那个“小苍蝇”被逮，为官似

乎成了“高危职业”。但是凡事都需要两面看，

你若是平时不做亏心事，那你就永远不用担心

“鬼叫门”。反思一下那些贪腐分子，哪个不是

做下了伤天害理、寡廉鲜耻的亏心事，比如索贿

受贿、买官卖官之类，然后才整天地坐立不安、

睡 不 踏 实 的 ？ 说 到 底 这 些 人 就 是 心 里 头“ 没

根”、精神上“缺钙”，没有想清楚“当官就不要想

发财，发财就不要来当官”这份浅显的道理，是

既想当官儿又想发财，甚至把当官儿作为发财

的手段、捷径，为了一己私利而胆大妄为、利令

智昏、丧心病狂。习近平同志讲：既然选择了当

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既然进了

官场，那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谋事、干事、成

事，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为官，谨记“喝冷酒

使脏钱，早晚是病”的古训，免得到头来像老百

姓说的那样“有命挣没命花”，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官避事平生耻。这句话出自金末元初元

好问的《四哀诗·李钦叔》，原句为“为官避事平

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字面的含义很好理

解：做官避事是平生最大的耻辱，为了国家民族

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在 2013 年的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

本素质……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

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反观现

实生活中，我们有的领导干部却是“树叶掉下来

怕砸着”的做派、“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顶着”的

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吃凉不管酸、遇事绕

着走、责任你来担。这样的做派，只能让老百姓

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

以上三条，归纳起来就是那 6 个字：忠诚、干

净、担当。愿与所有领导干部共勉。

钢 铁 怎 样 炼 成
—谈谈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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