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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雅应村之变，
体现的是干部
作风转变

经济开发区一个叫雅应的小村，曾经有

10 年没人造过新房，而最近 5 年却多出了 40

多幢新楼房，并争取明年家家户户都住上新

房（详见本报22日10版专题报道）。

村庄美了，村民们的心里更是乐开了

花。他们不仅住得舒畅了，而且通过出租多

余房屋，有了一大经济收入。吃水不忘挖井

人，过上好日子的村民，他们念念不忘的是

驻村干部和村干部。雅应村之变，可以说是

新时期干群关系的一个生动样本，是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的具体化。

雅应村 10 年没造新房，不是村民没有建

房要求，而是因为没有土地指标，导致符合

申请建房要求的村民苦不堪言，有的甚至因

为建不了房而长年借住亲戚家。

没有土地指标，问题出在不合理规划

上。这个问题不难发现，从政策层面上来讲

也必须予以解决。居者有其屋，这是村民最

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一。可那么多年，这一问

题就是没有得到解决，原因在哪？我认为关

键还是一个感情。我们经常讲“视人民为父

母”，但真的把人民当父母了吗？如果把人

民当父母，父母没地方住你能无动于衷？

中央要求干部转变作风，包括广大农村

基层干部在内，真心实意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转作风，就是树正气。过去

总有那么一些干部，眼睛是向上的，觉得自

己的前途命运是上级领导决定的，他们把时

间和精力用在琢磨领导心理和迎来送往上，

心中根本没有群众；还有的干部缺少担当精

神，不愿直面矛盾，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太平官的心态过日子。说到底，就是缺乏

群众观念。

中国的百姓都很善良质朴，用土一点的

话说就是识好歹。当年老区“闹红”为什么

得到那么多穷苦百姓的支持和响应，关键是

共产党的主张和行动，让他们觉得红军就是

自己的队伍，是为天下劳苦百姓打江山、谋

幸福的。

今天的中国已得到长足发展，现代化和

信息化成了主导词汇。但不管怎样发展，老

红军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也丢不得。干群关系，就是鱼水关系，历

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忽略这一关系，就是冲

突、对立，甚至是灾难。

雅应村一幢幢新房的崛起，让我们看到

干部的优良作风回来了。他们想村民所想，

急村民所急，为了村民利益，不怕跑断腿，不

怕磨破嘴，这就是百姓信赖的好公仆。

群众是讲感情的，好作风为干部赢得了

好口碑，也为他们树立了好威望，话说得响、

有人听、有人信，最终有利于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在基层得以贯彻落实。

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尊老、敬老、爱
老应形成体系，始终保持“恒温”。只有动员整个社会时刻关注关爱身边
的老人，为他们营造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带来的社会温度。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拨拨就灵”，如此受城乡居民欢迎，不仅仅是它的高效服务，而是它

有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市长热线”及新闻媒体负责整合拓建为依托的
健全有效的公共服务平台和社会服务系统，有一支有专业技能和专业精
神，以加盟企业、公益性组织和社会志愿者联手的维修服务队伍。

进 入 深 秋 ，初 冬 又 将 走 来 。

这时候，居家生活中一些“休眠”

了一段时日的小家电又将复出，

加之日常在使用的各种器具，维

修保养的活儿随之繁忙，忙上加

忙。想必，8890 便民服务平台接

线员早就应接不暇。看，19 日，由

8 家加盟商组成的 8890 便民服务

队一早就走进紫微社区；21 日重

阳节，他们又赶赴距城区 40 公里

外的象珠镇枫岭脚村练起了服务

摊⋯⋯

看了本报 20 日 5 版、22 日 5 版

的报道，我眼前浮现的都是 8890 便

民服务队师傅们忙碌的身影。水、

电、燃气、小家电、电动车、锁具等，

食、住、行，百姓生活样样都少不

了，而哪一样出了故障，看看都是

小事情，但都让人心挂两头，烦。

上个月，同事家厨房成了水帘洞，

楼上水管漏了，急得他打了无数

电话向邻里同事求助，帮忙联系

楼上这家一时“失联”的户主。前

几天，我家厨房下水道堵塞，去超

市买了“疏通剂”，两瓶倒下去都

通不了。无奈只好到报箱寻来小

广告，请个体师傅上门用工具疏

通，不但多花不少钱，也费了更多

时间和精力。要是有“拨拨就灵”，

那就灵了。

“拨拨就灵”，如此受城乡居民

欢迎，不仅仅是它的高效服务，而

是它有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市

长热线”及新闻媒体负责整合拓建

为依托的健全有效的公共服务平

台和社会服务系统，有一支有专业

技能和专业精神，以加盟企业、公

益性组织和社会志愿者联手的维

修服务队伍。他们深入城乡，走进

千家万户，听事主一说“症状”，师

傅马上能判断出故障的一二，可见

其技术的高低；不但认真细心给你

修好，还废物利用拼旧装新，而且

耐心教你使用保养方法，还不忘温

馨提醒安全事项，又足见其规范专

业的精神。

虽然我们也见到过，某个节

日或“某某日”，在一些社区空地

展开的便民服务活动，有社会公

益组织和厂商家、志愿者拉上横

幅摆起摊，但一天半日的，大多是

提供些优惠商品以及法律、健康

方面的咨询，免费给老人理发，修

些生活小用品，要都想同 8890 这

么“灵”，这么实实在在的上门服

务，恐怕是较难做到的。其实好

不好、灵不灵，关键在于肯不肯付

出真情，有没有专业精神，能不能

持之以恒。

社会上曾流传一句顺口溜，

“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

走”，道出了每年“3·5”学雷锋纪

念日遍地开花的志愿服务活动，

渐 渐 地 变 成 了 一 种 形 式 ，“ 一 阵

风”过后，雷锋精神又被抛到九霄

云外，让人感慨万千。然而，令人

十分欣慰的是，我市这支 8890 便

民服务队，“接过雷锋的枪”，把便

民服务大旗插向城乡山村，把温

暖温情传递到千家万户，个个成

了活雷锋。

“群众利益无小事”。8890，一

个电话搞定百姓生活中的疑难杂

事、烦心琐事，已在我市内外博得

口碑，树立品牌，可喜可贺。在此，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能不能通

过这平台，拓展这个平台，将 8890

延伸到更多服务领域，比如居家养

老。当今，老年化的脚步日益加

快，能不能从为孤寡老人开展陪

聊、陪读、陪看病等简单的事做起，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相关专业人员，同时招募

社会公益组织及志愿者，开展低价

有偿服务，以弥补和满足这些老人

的情感和生活需求，提供更加规范

专业的服务。

拨拨就灵，灵在真情与专业

近日，西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责任医生胡玲来到百岁老人

颜龙昌家中，进行健康状况随访。

胡玲为老人测血压、血糖，发放健

康资料，并将体检结果写入老人的

健康档案（详见本报 22 日 2 版相关

报道）。

今年的重阳节，对颜龙昌及全

市的百岁老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

义：不仅有专门的责任医生上门体

检，市领导还专程前来看望慰问。

而早在 2012 年，市档案局就开始为

百岁老人建立生活档案，今年还对

他们的健康状况、生活环境、饮食

习惯和心理情绪等方面进行详细

调查，为提高市民身体素质、延长

寿命提供科学依据。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百善德

为本，敬老孝当先。尊老、敬老、

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每

年的重阳节，全国各地都会举行

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传承敬老

爱老的良好家风，让孝文化深入

人心，在社会形成关爱老人的浓

厚氛围。

然而，近年来有些地方大搞

“运动式”敬老服务。重阳节前后，

有的地方敬老院的老人，甚至一天

有好几拨“接待任务”，一天要被洗

好几次脚。有的地方则出现了冷

热不均的现象：老年节前后，敬老

院门庭若市；老人节走远，敬老院

鲜有人问津。这些现象，俨然成

为敬老搞“突击”的真实写照，不

仅在折腾老年人的内心，而前热

后冷、忽冷忽热的感受，更让老年

人摸不着这是为了谁，更弄不清

这是为什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市

敬老、孝老、爱老已经形成了常态

化机制，如我市以打造老年食堂为

重点，建立起 200 多家居家养老照

料服务中心，打造便民食堂、医疗

保健、文化生活“三项”基础服务功

能齐全的老人乐园；为百岁老人建

立健康档案，让每位老人都有一名

专门的责任医生；为每位百岁老人

建立生活档案，及时掌握老人的生

活和健康状况；志愿者日常开展的

各种敬老服务也时常见诸报端，人

们早已屡见不鲜，等等。可以说，

无论从体制机制上，还是在民间实

践上，敬老孝老在我市早已蔚然成

风，令人欣慰。

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到老。进

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在倡导敬老的

社会氛围时，除了要大力发展养

老、敬老事业，切实解决好老人物

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外，更应

该关注老人精神上的需求。这里

所说的“精神需求”，主要指亲情。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为

人子女者，要抛开所谓的“工作忙”

“没时间”等诸多“借口”，“创造机

会”常回家看看，陪老人吃个饭、聊

聊天、拉拉家常，与老人共享天伦

之乐。哪怕不能常回家，也莫要忘

了经常打电话嘘寒问暖，关心老人

的健康以及衣食住行。千万不要

到了老人离开我们时，才发出“子

欲养而亲不待”的感慨，从而抱憾

终身。

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尊老、敬

老 、爱 老 应 形 成 体 系 ，始 终 保 持

“恒温”。只有动员整个社会时刻

关注关爱身边的老人，为他们营

造一个温暖和谐的社会环境，才

能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带

来的社会温度。

敬老爱老需要保持“恒温”

雅应村一幢幢新房的崛起，
让我们看到干部的优良作风回
来 了 。 群 众 是 讲 感 情 的，好 作
风 为 干 部 赢 得 了 好 口 碑，也 为
他们树立了好威望，话说得响、
有人听、有人信，最终有利于党
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基层得以贯
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