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颖超同志有一个著名的“党性

二问”：“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问一问自

己：你是全心全意同党中央的路线、

方 针 、 政 策 保 持 一 致 并 努 力 奋 斗 的

呢，还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党龄增

加了一岁，你的党性长一寸了没有？”

这是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回避不了的问

题，也是一生要回答好的问题。

党 性 是 一 个 政 党 的 固 有 本 性 和

特 有 属 性 ， 是 党 员 道 德 品 性 与 政

治 品 性 聚 合 表 现 出 来 的 鲜 明 特

性 ， 彰 显 着 共 产 党 人 对 理 想 信 念

的 忠 贞 和 纪 律 原 则 的 恪 守 ， 是 党

组 织 对 每 个 党 员 的 特 殊 政 治 要

求 ， 是 合 格 共 产 党 员 的 政 治 人

格 。 党 性 不 会 随 着 党 龄 的 增 长 自 然

而 然 增 长 ， 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深

刻 指 出 的 ，“ 党 性 是 党 员 干 部 立 身 、

立 业 、 立 言 、 立 德 的 基 石 ， 必 须 在

严 格 的 党 内 生 活 锻 炼 中 不 断 增 强 ”。

每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都 应 该 有 这 样 的 认

识 ： 组 织 上 入 党 一 生 一 次 ， 思 想 上

入 党 一 生 一 世 。 要 自 觉 加 强 党 性 修

养 ， 提 升 精 神 境 界 ， 真 正 做 到 从 思

想上成为党的人。

要在学习中增强党性。加强理论学

习，增强理论素养这个最根本的本领，

不仅能使我们的工作朝着正确方向、遵

循客观规律推进，而且能使我们在政治

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了理论素养

“压舱”，有了“思想罗盘”指引，我们

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

于一名共产党员来说，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要通过持之以恒

的学习得来，这就叫以学立德。因此，

我们必须把学习当作一种信仰、一种追

求、一种生活方式，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在学思践悟中砥砺初心使命，切实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激发奋进之力，以坚强的党

性立身做人、干事创业。

要 在 斗 争 中 锤 炼 党 性 。 习 近 平

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

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长期以

来，敢于斗争作为鲜明的政治品格，

早 已 成 为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 生 命 要

素”，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

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对于每一名共

产党员来说，只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

炼 、 政 治 历 练 、 实 践 锻 炼 、 专 业 训

练，才能在斗争实践中锻造成为“烈

火真金”。新时代、新征程，各种考验

和挑战接踵而至，我们更要以英模人

物为榜样，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闯劲、“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

劲，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

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

通过斗争练硬筋骨、锤炼党性。

要 在 改 造 中 纯 洁 党 性 。 周 恩 来

同 志 曾 说 ：“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

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

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他说到做

到 ， 早 年 就 写 下 《我 的 修 养 要 则》，

随时检查和修正自己的不足，成为全

党学习的楷模。广大党员要不断增强

思想改造的主动意识，坚持以“君子

检 身 ， 常 若 有 过 ” 的 态 度 ， 查 找 差

距，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

己 跑 掉 ” 的 自 觉 除 尘 去 垢 ， 纯 洁 党

性、净化灵魂、提升境界，坚决守住

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党 龄 增 一 岁 ， 党 性 长 一 寸 。 这

不 仅 是 个 理 论 问 题 ， 更 是 一 个 实 践

问 题 ； 不 是 一 时 之 计 ， 而 是 终 身 课

题 。 每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都 需 要 在 自 我

修 炼 、 自 我 约 束 、 自 我 改 造 中 检

视 、 砥 砺 和 提 高 自 己 ， 经 常 想 一

想 ， 自 己 的 行 为 符 不 符 合 党 和 人 民

的 要 求 ， 离 英 雄 模 范 的 差 距 还 有 多

少 ， 等 等 ， 让 理 想 之 灯 、 党 性 之 光

照 亮 前 行 之 路 ， 真 正 做 到 对 党 忠 诚

一辈子，为民奉献一辈子。

党龄增一岁 党性长一寸

在 城 市 街 头 ， 当 你 走 累 了 想 歇 一 歇 脚 ，

或坐下来欣赏城市风景，或只是想找个地方

发发呆，如果能较方便地找到舒适的公共座

椅，无疑会让人增加对城市宜居性的正面评

价。近年来，多座城市出台了 《城市家具导

则》，注重优化提升城市大街小巷的座椅，让

市民在公共空间能坐下来感受城市之美，受

到公众的广泛好评。

在城市公共空间优化配置休憩座椅，看

似一桩小事，其实事关民生福祉，关乎城市

形象。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老

年人出门时会带上一种集拐杖和椅子功能于

一体的协助工具，方便在走累的时候可以随

时 坐 下 休 息 。 不 过 ， 随 身 携 带 这 样 的 工 具 ，

也增加了老年人的出行负担。此时，为老年

人添一把舒适的公共座椅，就是为城市增添

一份温暖。在城市公共空间科学配置休憩座

椅，还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更 舒 适 、 顺 畅 的 交 流 ， 方 便 市 民 品 味 城 市 、

欣赏风景、联络感情。近年来，城市公共座

椅的设计早已告别千篇一律，往往结合各个

城市的文化底蕴、特色风貌进行设置，它们

造型别致、颜色明快、格调高雅，与周边房

屋 建 筑 、 园 林 景 观 、 城 市 功 能 等 融 为 一 体 ，

塑造出独特的城市景观，增添了人文光彩。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宜居安

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公共空间资源留给人

民，积极推进公共空间休憩座椅优化提升工

作 ， 打 造 “ 一 座 可 以 坐 下 的 城 市 ”， 是 推 进

城 市 精 细 化 管 理 的 题 中 应 有 之 义 。 实 践 中 ，

各地可以进一步研究公共空间休憩座椅设置

和 管 理 标 准 体 系 ， 既 要 提 高 座 椅 的 分 布 密

度 ， 解 决 一 些 地 方 的 公 共 空 间 “ 无 处 可 坐 ”

的 尴 尬 ， 还 要 提 升 座 椅 的 舒 适 度 ， 让 百 姓

“ 愿 意 坐 ”“ 坐 得 舒 服 ”。 此 外 ， 还 可 以 增 加

充电功能、搭建顶棚等，提升座椅的功能性

和服务型。要强化公众参与程度，相关地方

和部门可以动员引导企业、个人参与座椅设

计设置和认建认养，更好体现这一城市基础

设施的公益性和共享性，让城市在发展中处

处见“人”、处处惠人。

一座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往往在细微之处见品质、

显温度。城市空间处处围绕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城市建设的方向。合理配置“城

市家具”、打造可以“随时坐坐”的公共空间，既是创造高品质城市公

共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一项民

生工程。期待更多城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注重城市公共空间

建设，为人民群众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

向贤彪

某日，笔者发现，家中水表在没

用水的情况下也在转动。随后，水电

工查明了原因：由于笔者家的楼层较

低 ， 上 面 楼 层 水 管 内 的 储 水 发 生 倒

灌。在水电工的专业建议下，笔者买

来止回阀装上，水表果然不再空转。

止回阀虽小，却是一个调节的利

器，顺向时自动打开，逆向时及时关

闭，可以保持水流的正确走向，减少

无谓的损耗。自来水倒流造成无效消

耗 ， 需 要 止 回 阀 的 有 效 调 节 ， 细 想

之，人的自我修养何尝不是如此？都

需要在心中安装一个“止回阀”，通

过它的调节，使自己的人生航船始终

保持正确的方向。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

现象：有的小区的物业管理不到位，

陆续有居民在小区养鸡，毁坏绿化带

种菜，甚至有人以妨碍采光为由，将

窗外碗口大的绿化树剥皮砍枝。这些

视公共利益为无物、弃社会公德于不

顾 的 陋 习 ， 若 放 任 自 流 ， 必 将 产 生

“破窗效应”，拉低当地的基层治理水

平，最终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要让

居民摈弃陋习，就要引导他们在心里

面也安装一个“止回阀”，树立遵守

社 会 公 德 、 守 好 个 人 私 德 的 自 觉 意

识，才能防止思想滑坡和道德减损。

对党员干部来说，“止回阀”的意

义更为重大。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难

免会遇到各种诱惑，面对各种艰难险

阻。如果党员干部不善于调节心态，为

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把关定向，很容易受

诱惑侵蚀，走向事业的反面。分析真实

案例，那些因腐败落马的官员，无不是

在一点一滴之中放松了自我，让负能量

“逆流”而上，最终积重难返。党员干

部心中的“止回阀”，就是对党和人民

事业的忠诚、对廉洁品格的恪守、对法

律的敬畏。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干部提出

明确要求，“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

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

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

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这些话促人深

思。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党员干部应注

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调节好

“止回阀”，守住内心、阻止颓念、拒绝

诱惑、远离陷阱，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和干事创业的激情。

当然，心中的“止回阀”不是天生

就有的，需要用心去“制造”并“安

装”。在日常生活中，相关部门要加大

宣传力度，着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

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

良好风尚。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

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

行为准则，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党员干部要强化理论学

习、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磨

励道德品格，让内心的“止回阀”精准

调校人生，止逆向顺、笃定前行。同

时，党员干部要持之以恒推进党风政风

建设，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用自己

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

群众。

要在心中安装一个“止回阀”，通过它的调节，使自己的人生航船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心中要有“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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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最好的公共空间资源留给人民

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一世。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提升精神境界，真正做到从思想上成为党的人

胡光华

（王 楠 图）

眼下，线上学习正成为各地

中小学生暑假生活的一个重要内

容。但是，一些学习类软件挂羊

头 卖 狗 肉 ， 介 绍 里 写 着 “ 猜 成

语、涨知识”，打开却是网络游戏

的 广 告 ， 且 无 需 实 名 即 可 登 录 、

充值，内容多涉黄涉暴，存在极

大隐患。

学习类软件一旦被不良内容

所侵蚀，不仅会干扰市场秩序，

更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其 危 害 不 容 小 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广告法》 明确规定，广告不

得 含 有 淫 秽 、 色 情 、 赌 博 、 迷

信 、 恐 怖 、 暴 力 的 内 容 。《中 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也

有相关条款，明确“以未成年人

为服务对象的在线教育网络产品

和 服 务 ， 不 得 插 入 网 络 游 戏 链

接，不得推送广告等与教学无关

的 信 息 ”。 然 而 ， 在 利 益 诱 惑

下，有的人不惜铤而走险，给不

法软件披上学习类软件的外衣，

其行为明显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对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机

制，健全教育移动应用审核备案

及日常管理工作机制，推动教育

移动应用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对于学习类软件中存在的违法违

规 内 容 ， 要 依 法 加 大 监 管 力

度 ， 发 现 一 起 就 查 处 一 起 ， 确

保 学 习 类 软 件 市 场 健 康 有 序 发

展 。 提 供 学 习 类 软 件 下 载 的 平

台 必 须 严 格 守 法 ， 切 实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 发 现 问 题 软 件 应 及 时

下 架 处 理 ， 为 未 成 年 人 营 造 良

好的网络学习环境。

（杨玉龙）

加强对学习类软件的监管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露营

这 种 休 闲 旅 游 方 式 。 每 逢 节 假

日，人们带上帐篷、食物、烧烤

架 、 锅 具 等 用 品 ， 前 往 有 树 有

水、风光优美的景区露营，为的

就 是 体 验 一 把 悠 闲 惬 意 的 生 活 ，

舒缓工作压力。

但是，露营过程也出现了一

些 不 文 明 行 为 ， 如 违 规 搭 建 帐

篷、使用明火，乱丢垃圾、破坏

草地等，既增加了相关管理方的

管理压力，也降低了游客的美好

体验，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揆

诸 现 实 ， 露 营 虽 是 为 了 放 松 休

闲，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妄

为，任意破坏和污染环境。与普

通外出旅游一样，游客应遵守文

明旅游的规则，主动约束自己和

亲朋的行为，注意保持营地的清

洁卫生，才能更好共享美景。

对于火爆的露营潮，相关管

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帐篷营地建设

与服务制度，规范游客露营行为

以及企业经营性露营行为。景区

和公园管理者要加大文明露营的

宣传，加强安保巡逻，提醒游客

遵守露营规则，及时制止不文明

行为。露营者也应养成“无痕露

营”的文明习惯，做到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比如，在可耐受地面

进行露营，妥善处理垃圾，减少

使用化学清洁剂，尽可能保持自

然原貌。再比如，养成带走 120%

垃圾的习惯，也就是在带走自己

产生的全部垃圾的基础上，再尽

力带走其他看得见的垃圾，共同

维护自然环境。 （江德斌）

文明露营才能让风景更美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

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

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

求。一直以来，我国始终把保障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提高到 77.93 岁，主要健康

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

中 国 行 动 2022 年 主 要 目 标 提 前 实

现，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健康中国行动实施取

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保 障 人 民 健 康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需要长时间持续努力，特别是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质生活条

件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更加重视

生命质量和健康安全，健康需要呈

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对此，我

们要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不 断 提 高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质 量 和 水

平，实现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协调发

展，托起百姓美好生活。

（王琪 文/图）

保障人民健康 托起美好生活

“上与下”，表

面上看是一对空间

方 位 中 的 矛 盾 关

系，实际上饱含着

为人为官的道理和做事成事的智慧。做

好“上与下”的文章，就要做到上下统

一、上下协调、能上能下，确保上下同

欲、谋事成事、进退自如。

所谓“上下统一”，就是要“把对

上 负 责 与 对 下 负 责 统 一 起 来 ”。 早 在

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就撰文指出，“对各级领导干部来

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是统

一的、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

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

负责。两者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

高度负责之中”。我们要以此为根本遵

循，在实践中既吃透“上情”，又把握

“下情”，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

责 ” 结 合 起 来 、 统 一 起 来 ， 上 下 同

欲，齐心协力，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转化为党员群众的行动自觉，发挥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

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真正拧成一股绳，铆足一

股劲，合力创造美好生活。

所谓“上下协调”，就是要善于把握

大势、组织协调。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当前，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

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领导干部只有审

时度势、顺势而为，以上率下、协调联

动，在积极主动对上衔接协调、争取最

大支持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组织群众、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

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推

动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所谓“能上能下”，就是要做到既

能“上得去”，又能“下得来”。流水不

腐，户枢不蠹。如何看待上和下，怎样

向上和向下，是姿态，更是心态。对于

领导干部来说，“上”是一种认可，也是

一种激励，应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把

“我”做好，把“权”用好，造福于民；

“下”是一种调整，也是一种警示，应调

整心态，端正态度，看清自己存在的差

距，坦诚接受组织安排，服从组织决

定，并一如既往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千

万不能“上”则得意忘形，下则怨气满

腹，这样终究会被组织“召回”，被人民

群众“退回”。只有干部“能上能下”成

为一种常态了，上去的可以下得来，下

来 的 也 可 以 再 上 去 ， 实 现 “ 上 ” 和

“下”的辩证统一，才能让在位的干部有

危机认识，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岗位；

让向上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更加如

临如履、兢兢业业，从而形成万马奔腾

的竞争局面。

“上与下”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哲学

道理，值得领导干部深思。“向上”对党

和国家忠心不二，“向下”对人民群众实

实在在，这是领导干部应有的政治担

当，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

做 好“ 上 与 下 ”的 文 章
张智广

“向上”对党和国家忠心不二，“向下”对人民群众实实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