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洗刷刷，洗刷刷⋯⋯“终于不用再

蹲着洗菜、洗衣了⋯⋯”龙山镇桥下一

村以全新模式建成的生态洗衣房，为

村民们带来了全新的“洗刷体验”，更

为保护和提升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立

了一功。

看到本报 5 月 2 日 2 版报道中“生

态洗衣房内一片欢声笑语”，不禁想

起儿时资源匮乏年代的往事，那时城

里家家户户还没有条件装自来水，每

家都有一口大水缸，用的都是井水。

为省钱，很多家庭主妇都到离家有段

距离的公用水池去洗刷，其场景也很

热闹，大家都自觉地在淘米、洗菜、洗

衣等分开的小池洗东西聊家常。可

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各种资源不愁用了，日常

生活越来越电器化、智能化了，人们

反而不但大手大脚、不思节约了，而

且“任性”地走向了社会文明进步的

反面，其中生产、生活废水及污水的

无序排放，已经到了严重破坏生态资

源的程度，也直接影响与遏制了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金山银山的绿水青山一处处

被毁时，危及人类的后果该是众所周

知的。于是，一场又一场治水治污的

保卫战、攻坚战在全国各地打响。为

践行“两山”重要思想理论，实现生态

富民，我省吹响了“五水共治”战役的

新号角，走在了大规模治水行动和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前头。在广大干

部群众的参战下，一条条“母亲河”焕

发青春，一条条“龙须沟”清淤复流，

一个个水塘鱼虾重现⋯⋯“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命之源

不再枯竭。

为使“母亲河”不再流泪，为维护

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五水共治”中

的“治污水”和“抓节水”两项尤其与每

个人息息相关。如果又在治好的河

里、塘里浣衣洗菜，乱倒废水垃圾，那

么势必走入“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

理”的怪圈。因此，“五水共治”不能是

一治了之，而是要有不断提升与创新

的举措，同时能让群众在治水中共享

到治水成果带来的实惠，从这实惠中

触发群众护水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

之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成为常态。

由此看，桥下一村村两委的治水思

路是对头的，把重点放在了平衡村民的

需求与环境保护上，并且结合本村实

际，设计和开启了与其它村生态洗衣房

不同的全新模式，村民在生态洗衣房

里，既不日晒雨淋，又免腰酸腿疼，更重

要的是真正实现了水资源的多级利用，

为“公厕革命”注入了新元素。

治水，贵在坚持与创新，如果这样

受村民普遍欢迎的生态洗衣房能够在

广大乡村普及推广，让这种节水的好

方法也借鉴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

中，如洗衣机的日常排水也能节流到

抽水马桶里或循环利用到其他方面，

不知要节约多少清洁的自来水，那可

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把治水这项工程做好了，对落

实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建设“两

美”永康，都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也是

惠及子孙后代的莫大功德。

全新“洗刷体验”为生态永康立一功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五水共治”要不断提升与创新，能让群
众在治水中共享到治水成果带来的实惠，从
这实惠中触发群众护水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使之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成为常态。

面对繁重的民生工作，如何抓落

实、抓到点子上、抓出成效，一直是领

导放在心头、干部压在肩上、群众关心

关注的热点。在思维多样化、利益多

元化的当前，工作不再是开个会传达

一下文件、宣读一下政策那么简单，没

有“真功夫”、缺乏意志力、不能解难

题。本报 4 月 29 日第一版报道了我市

古山镇推行工作任务“周周清”制度，

这种“今周事今周毕”，解决问题不拖

沓，攻坚重点抓到底的做法，有效破

解办事拖沓、效率低下难题，是当前我

市深化作风建设以来干部作风向上向

好的一个缩影。

党员干部主要是做人的思想工

作，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向车间工人一

样可以定量计件。也正如此，少数党

员干部“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

里”，个别党员干部“推一推，动一动”，

不到“火烧眉毛不着急”，导致有的项

目长期搁浅。甚至有的党员干部把

“敢担当”与“守规矩”对立起来，自设

一个圈“绕”不出来，做事畏首畏尾、拈

轻怕重、能避则躲。在极个别地方，工

作不主动，为官不为，导致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在永康新腾飞的征程中，

松、懒、拖等一切不作为、慢作为与我

市党员干部的快、优、准的主流是格格

不入的，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检查，

言必行，行必果，方能向党和人民交上

优异的成绩单。

完成阶段性目标是取得优异成绩

的前提。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也许一

周只完成政策处理若干户、走访农户

数十户、解决工程中的矛盾一两个，到

一个季度或半年再回头看，发现工作

完成了一大截。而得过且过，松松垮

垮、慢慢吞吞的人，到头来只会应了明

代诗人钱福《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

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提高抓落实的本领是取得优异成

绩的关键。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史

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公元前 259

年，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将领赵括自认

为很会打仗，死搬兵书上的条文，结果

四十多万赵军尽被歼灭，他自己也被

秦军箭射身亡。今日重温“纸上谈兵”

的危害，对刚刚加入公务员队伍的干

部是一种警醒，哪怕是工作多年的干

部也不能“吃老本”。凡事预则立，事

先防范比事后解决要容易得多。工作

繁忙不可怕，可怕的是党员干部不会

“弹钢琴”。古山镇持续开展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双月攻坚+每周会战”行

动和“治乱治堵治脏”专项行动，工作

量在是显而易见之事，但正是干部们

学会了“弹钢琴”，分清轻重缓急，各项

工作的推进才能有条不紊。近两年

来，我市党员干部普遍反映会议多，从

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落实效果差，如果

工作落实下去、成效明显，会议数量总

体自然下降，党员干部也有更多精力

扑下身子深入一线、深入基层，从而实

现良性循环。

工作周周清，不可避免有些工作

得延续到下周继续干，有些难题必须

数周甚至数十周才能完成，荀子在《劝

学》中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因此，工作周周

清要成为我们心中的信念，肩上的责

任，每天、每周、每月都要全心全意地

完成工作，尽早才能尽美，成绩月月新

就不是一个梦。

我市古山镇推行工作任务“周周清”制
度，这种“今周事今周毕”，解决问题不拖沓，
攻坚重点抓到底的做法，有效破解办事拖沓、
效率低下难题，是当前我市深化作风建设以
来干部作风向上向好的一个缩影。

工作周周清 成绩月月新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我看了贵报 4 月 19 日第十版刊

登的李峰、胡丽霞两位联村干部的先

进事迹，深受感动。他们是爱岗敬业

的好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值得表扬

⋯⋯希望两位好同志继续努力，再创

佳绩，成为全市联村干部的榜样。”日

前，一位名叫陈天球的读者给本报写

来一封表扬，表扬了这两位联村干部。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作为乡镇与农村之间的桥梁与

纽带，联村干部发挥着穿针引线、上情

下达、下情上达的特殊作用，尤其是在

推动重点工程、重点实事、矛盾纠纷调

处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如何做好

联村干部这份特殊的“职业”，李峰、胡

丽霞做出了表率。

李峰联系东城街道颜库村两年

多，成功创建无违建村，美丽乡村建设

成效显著，就连被称为“第一难”的拆

违、迁坟等工作都成了并不难的事情，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干部和村民之间

要真心换真情，真情换感情，责任换信

任”“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良知，

主动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深深扎根

于群众之中”，李峰用实际行动对联村

干部这一“职业”进行了诠释。

再看胡丽霞，她与城西新区排塘

村“牵手”7 年。今年为了创建美丽乡

村，她把自己当成“村里人”，每天到村

里和大家一起清理乱堆乱放；村里有

个大事小情，她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

村里，这已成为了她的习惯。“看到排

塘村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觉得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说这句话的时候，

胡丽霞应该是欣慰的。“尽心尽责”，短

短四个字的经验之谈，凝聚的却是胡

丽霞多年的努力与付出，殊为不易。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丰功伟

绩”，但李峰和胡丽霞踏踏实实从小事

做起、从身边的事做起，把好干部的形

象树立在村民的心中。在我市，像李

峰和胡丽霞一样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的联村干部还有很多，他们扎根农村、

兢兢业业，服务于民、务实为民，在平

凡的岗位上为百姓福祉和大美乡村建

设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

农村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要

当好联村干部并不容易，但真正做好其

实也不难，“李峰和胡丽霞们”用行动给

出了最佳答案，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联村干部，不仅要联民、联

情，更要联心，要沉下身子、倾注真情、

带着责任联。只有始终牢记“我是谁、

为了谁、依靠谁”，把群众当亲人，才能

真正融入群众，打好群众基础。只有始

终心系群众，把自己当村里人，主动走

家串户，说农家话、访农家情、做农家

事，把村民的难题当成自己的难题，才

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反之，如果整天闭

门不出、不和群众唠家常，就不能了解

村里的实际情况，更不可能针对本村实

际，寻求好的发展路子，最终只能让群

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常言道，有多大的能力办多大的

事。联村干部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干

“大事”，但一定要润物无声干“实事”，

就像李峰和胡丽霞那样“听民意解民

忧”“与全村上下一起奋斗”。

联村干部不求干大事但求干实事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只有始终心系群众，把自己当村里人，主动
走家串户，说农家话、访农家情、做农家事，把
村民的难题当成自己的难题，才能真正融入群
众，赢得群众的信任。

2018年5月14日 星期一

编辑：程卡 电话：87138751 Email：739514003@qq.com06 大家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