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1月 6日 星期一

电话
（0791）86847233

邮箱
jxrbpyl@163.com

编审 郑 颖 责任编辑 黄仕琼

美术编辑 王 楠

11

评

论

周
刊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 秦 耕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

头等大事。”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

五年新年贺词，致敬奋斗者、展望新图景。一

串 串 成 就 盘 点 ， 一 句 句 亲 切 话 语 ， 温 暖 人 心 、

凝 聚 人 心 ， 激 励 全 国 人 民 踔 厉 奋 发 、 勇 毅 前

行，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

过去的一年，大家生活多姿多彩，“天水花

牛苹果又大又红，东山澳角村渔获满舱。麦积

山石窟‘东方微笑’跨越千年，六尺巷礼让家

风代代相传。天津古文化街人潮熙攘，银川多

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基础养老金提高了，

房贷利率下调了，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了异

地就医，消费品以旧换新提高了生活品质……

大家的获得感又充实了许多”。习近平主席用一

次次到地方考察的所见所闻，向我们如数家珍

地描述了身边的变化。走到哪里，念兹在兹的

是 人 民 ；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 牵 肠 挂 肚 的 是 民 生 。

他的深情牵挂、殷殷嘱托，彰显了大党大国领

袖深厚的人民情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变

的价值追求。

发展向前，民生向暖。让人民过上幸福生

活，既有远景展望、宏观设计，党的二十届三

中 全 会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观 、 改 革 观 ，

对增进民生福祉、提升民生保障水平进行了全

面 的 擘 画 与 部 署 ； 又 有 近 处 抓 手 、 微 观 思 考 ，

“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

好的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

些朴实的愿望，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

“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

更 多 、 心 里 更 暖 ”， 我 们 才 能 拥 有 最 坚 实 的 依

托、最强大的底气、最深厚的力量，才能不断

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确保“头等大事”的位置。共产党人是

人民的勤务员，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

而奋斗。人民勤务员的称谓，体现了党员干部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正 确 摆 位 ； 让 人 民 过 上 幸 福 生

活，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具体体现。只有放下

架子、扑下身子、甘为孺子，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精神状态，把为民服务的一件件、一桩

桩实事办好，才是本真、本分、本色。党员干

部要像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那样，把为民

服务的根扎深扎牢，把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化

作 具 体 行 动 ， 想 人 民 之 所 想 ， 急 人 民 之 所 急 ，

竭 尽 全 力 为 老 百 姓 办 实 事 、 做 好 事 、 解 难 事 ，

方能架起更多党与群众的“连心桥”，凝聚起干

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要巩固拓展为民服务的成效。深入组织实

施新时代“银龄行动”，扎实开展为老年人办实

事活动；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精准减

轻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从身边变化看发

展 改 革 ， 通 过 一 个 个 具 体 而 细 微 的 实 践 成 果 ，

可 以 真 切 感 知 改 革 之 力 、 为 民 之 道 。“ 民 之 所

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让人民

过上幸福的生活，就要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和群

众需求，关注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运用

改革办法和创新手段，把连接千家万户、关乎

每个具体人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方能把工

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使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要把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毛泽东同志

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

历史的“剧作者”。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唤

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带领人民争自由、求

解放，翻身做主人。新时代，要实现我们的奋

斗 目 标 ， 仍 须 毫 不 动 摇 地 相 信 群 众 、 依 靠 群

众，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善于从人民群众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只要我们锚定目标、勇毅前

行，就一定能把宏伟愿景化为美好实景。制图制图：：王楠王楠

岁末年初致敬“凡人英雄”

岁末年初，又到总结盘

点 的 时 刻 。 回 眸 2024， 国

家的宏大叙事和个人故事在

时光里竞相交织，既展现着

气象万千的时代风采，也呈现出个人奋斗的无

限活力。码头工人许振超、焊工史帅帅、好汉

栾留伟……这一个个“凡人英雄”的故事牵动

人心，经过媒体和网络的广泛传播，感动了无

数网友，更给人们带来了砥砺前行、奋发有为

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如今，崇

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关爱劳模已成

为全社会广泛共识，劳动模范日益成为全社会

最闪耀的英雄群体之一。去年，国家首次推出

“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码头工人许振超获

得这一对功勋模范的崇高礼遇。从码头工人到

“金牌工人”，再到“人民工匠”，回顾奋斗历

程，“凡人英雄”许振超感叹：“劳动的汗水里

不光有辛苦，不光有劳累，还有我们劳动者的

智慧、劳动者的希望、劳动者的未来。”作为千

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杰出代表，包括许振超在内

的广大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的先进事迹鼓舞和激励

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苦干实干，争做新时代的

奋斗者。

成功源于奋斗，勤奋创造奇迹。勤奋是通

往成功的必经之路。过去一年，众多一线产业

工人在国际国内技能比赛中摘金夺银，为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写下生动注脚。在去年 9 月举行

的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中，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总

装车间焊工史帅帅夺得焊工赛项冠军。探究其

制 胜 秘 诀 ， 史 帅 帅 的 两 手 、 两 臂 上 的 点 点 烫

伤、隐隐旧痕揭示了答案——勤学苦练。正是

坚持不懈的训练让他形成肌肉记忆，实现了技

能水平的不断突破。正如史帅帅所言：“哪种奋

斗不经历苦、累呢？不经当年，也没有今天。”

无独有偶，入选 2024 年大国工匠培育对象名单

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模具钳工首席技师刘

辉，不用标尺，不用仪器，凭手指触摸就能测

出 0.01 毫米的细微尺寸变化，这正是源于他三十

多年在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领域的勤学苦练。

他 们 的 成 功 经 历 生 动 诠 释 了 勤 奋 和 奋 斗 的 价

值，更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积极走技能成才、技

能报国之路的激情。

爱 心 传 递 力 量 ， 真 情 传 递 温 暖 。 过 去 一

年，凡人善举层出不穷，见义勇为英雄频频涌

现 ， 令 我 们 无 比 动 容 。 比 如 ， 九 江 市 民 周 拥

军、王欢在水库合力救助父女两名溺水者，以

平凡之躯托举生命之重；苏州“碎花裙女生”

和“勺子哥”挺身而出，拼命阻拦恶徒行凶；

陕西商洛柞水县王为虎等人，守护在因洪涝垮

塌的大桥旁边，为过往车辆筑起一道“安全屏

障”；山东好汉栾留伟在河北固安永定河勇救 3

名落水儿童后壮烈牺牲……他们在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用凡人微光铸就人间大爱，谱写了一

曲曲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正气之歌，为全社

会树立起了可信可学的光辉榜样。

平 凡 铸 就 伟 大 ， 伟 大 源 自 平 凡 。“ 凡 人 英

雄 ” 们 以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着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标注着时代精神的高度，让中国力量焕发

绚丽光彩。新的一年，愿我们见贤思齐、见贤

思 进 ， 鼓 足 干 事 创 业 的 精 气 神 ， 坚 持 干 字 当

头、迎难而上。同时，在力所能及时向社会传

递温暖，传播正能量。我们相信，“凡人英雄”

的点点微光必将汇集成炬，凝聚起团结奋进新

征程的磅礴力量，推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

浪、扬帆远航。

■ 杨维立

就 业 是 民 生 之 本 。

为 深 入 贯 彻 党 中 央 、 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 ， 加 强 困

难 群 体 就 业 兜 底 帮 扶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

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专门部署推动加快

健全及时发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动态管理的

就业援助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就业援助政策和服务

精准性、可及性，切实兜住兜准兜牢就业底线。这

充分释放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就业援助工作的强烈

信号。

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是守牢兜住民生底线

的重要举措。获取信息匮乏、劳动技能偏弱、就业

渠道不足、对市场需求不了解，是大龄、残疾、较

长时间失业等群体面临的困难。牢固树立优先帮扶

理 念 ， 通 过 优 先 扶 持 、 重 点 帮 助 ， 进 一 步 加 大 困

难 人 员 帮 扶 力 度 ， 不 断 提 高 就 业 援 助 精 准 性 、 实

效 性 ， 用 心 用 情 用 力 做 好 困 难 群 体 就 业 帮 扶 工

作，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尤为迫切。

注重精准识别是前提。困有百种，难有千样。

精准识别援助对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对困难

人员识别精准了，才能做到精准施策、对症下药。

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

素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

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因此，要开展精准式对象认

定 ， 坚 持 “ 大 数 据 ＋ 铁 脚 板 ”， 加 强 部 门 信 息 比

对，根据其就业困难程度，及时认定为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人员底数清、就业状态清、技能水平清、

服务需求清。同时，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动

态调整人员范围，推动应纳尽纳、应帮尽帮。

提供靶向服务是关键。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

有结合援助对象特点，开展个性化的职业指导，确

定 差 异 化 的 帮 扶 举 措 ， 才 能 提 供 针 对 性 的 岗 位 推

荐、技能培训和创业服务，更好助力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工作中，要在广泛收集适合援助对象的城乡

社区岗位、急需紧缺岗位、灵活就业岗位，以及低

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的基础上，坚持日常援助

与集中援助相结合，既落实“一人一档一策”个性

化 帮 扶 措 施 ， 优 先 推 荐 低 门 槛 、 有 保 障 的 爱 心 岗

位，实施个性化帮扶和跟踪帮扶，又注重在元旦、

春节以及国家助残日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组织专

场招聘、定向推送就业岗位，全力帮扶困难人员实

现就业。

强化政策扶持是保障。帮助困难群体就业，需

要实打实的政策支持。近年来，从落实现行相关税

费优惠政策到持续做好对就业困难人员金融支持服

务，从给予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费补贴到发放就业困

难人员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评价补贴，从通过公益

性岗位兜底安置到探索建立促进就业、失业保险、

社会救助的联动机制，这一系列量身定制的“两优

惠 ”“ 三 补 贴 ” 政 策 ， 对 就 业 援 助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好政策要落实好，这就要求必须压实就业援助

工作责任，健全就业援助工作机制，加强就业援助

政策和服务全媒体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就业

援助工作的良好氛围，推动暖人心、强信心、实打

实的就业援助扶持政策落地落实见效。

保障好困难人员就业，就坚守住了就业底线。

带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落实落细各项举措，

织 密 织 牢 就 业 保 障 网 ， 千 方 百 计 帮 助 他 们 实 现 就

业，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送进千家万户，就能

推动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根基工

程 高 质 量 发 展 ， 不 断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安全感。

端好端稳“就业饭碗”

民 营 经 济 是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生 力 军 ， 是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基 础 。 去 年 前 11

个 月 ， 民 营 企 业 新 增 减 税 降

费及退税 1 万亿元，占比 71.3%。这意味着，相关税

费优惠政策在民营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落实，有效

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发展动力

和创新能力。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确保经营主体对税

费优惠应知尽知、愿享尽享，助力民营企业“轻装

快跑”。

（朱慧卿 文/图）

■ 沈小平

“村晚”
凝聚乡村振兴合力

农 闲 时 节 ， 广 袤 的 乡 村 大

地，一场场承载着乡音、乡愁、

乡情的“村晚”纷纷上演：在江

西永新三湾改编纪念广场，一首

《三湾来了毛委员》 拉开了当地

2024 年冬季“村晚”节目初选帷

幕，村民们深情演绎红色歌曲、

传承红色基因；在北京，《鼓舞

盛世》 将传统舞狮的艺术魅力展

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卢沟桥石

狮子这一丰台文化标识，展现丰

台 人 的 家 国 情 怀 ； 在 四 川 攀 枝

花，文艺展演+乡村年货大集+

春节文化展示+乡村文化旅游融

合展现，当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共

创 共 享 热 闹 非 凡 的 “ 文 化 大

餐”，让“村晚”收获“真金白

银”，助力地方文旅发展。

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载歌

载舞……贴近百姓生活、突出地

方特色的“村晚”，正逐渐成为

欢度新春佳节的“新年俗”，备

受农民群众喜爱。台上台下都是

主角的村民们，用自编自导、自

演自赏的作品，唱身边事、演身

边 人 ， 道 家 乡 美 、 赞 新 生 活 。

“村晚”展示了热热闹闹、充满

人间烟火气的文化互动氛围，传

递快乐也凝聚乡情，让广大农民

群众收获了乡村振兴的喜悦。在

一定程度上，“村晚”成为乡村

治理的“润滑剂”，在加强村民

间交流协作，融洽乡邻关系的同

时，也在无形中为村民传递了积

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有利于营造文明新风尚，让乡村

生 活 有 “ 面 子 ” 更 有 “ 里 子 ”。

此外，“村晚”搭台，有利于文

旅经济“唱戏”，给农文旅融合

发展带来新机遇。搭乘电商直播

快车，展示乡村文化魅力，各地

可以乘着“村晚”新业态流量的

“ 新 风 口 ”， 有 力 地 推 介 文 旅 资

源、宣传地方特色，让农民群众

享受更多发展红利。

费孝通曾说，“传统的中国

文 化 是 土 地 里 长 出 来 的 ”。“ 村

晚”之所以越来越火，原因就在

于其根植于乡土，凝结着乡愁，

集中展示了农民群众昂扬的精神

面貌。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化，

群 众 文 化 都 是 晚 会 最 深 厚 的 底

色 ， 节 目 展 现 了 民 俗 和 地 域 特

色，散发着乡土味、烟火气。无

论是种地的农民，搞养殖的技术

员，还是返乡的游子，也都有机

会登台当“民”星。说乡音、话

乡愁，吹拉弹唱等丰富多彩的民

间 文 化 艺 术 ， 有 力 地 支 撑 起 了

“村晚”的群众舞台。随着自媒

体、短视频的兴起，观众自发地

把“村晚”节目发布到社交平台

上，既让游子们纾解了乡愁，也

使更多乡村人文特色、民俗风情

受到关注、得以传承。

现 在 的 乡 村 ， 不 光 有 “ 村

晚”，还有“村歌”“村超”“村

BA”，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

代大潮中，乡村文化盛事正在不

断“出圈”“扩容”。这些都是凝

聚 乡 村 振 兴 更 强 合 力 的 优 质 载

体，也是加快乡村文明建设的重

要阵地。我们期盼各地以农民文

化需求为导向，不断挖掘地方文

化 特 色 ， 让 “ 村 晚 ” 越 办 越 精

彩，让更多乡村文化盛事不断涌

现，让农民群众的欢歌笑语荡漾

乡村的每一片山山水水，使溢满

乡愁的乡村文化得以接续传承。

■ 周荣光

减税降费
让民企“轻装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