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江西省吉安市，街道上免费开放的城市驿站，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休憩、
阅读和交流的场所。 城市驿站里不仅有图书，还为居民提供热水、微波炉、冰箱、免
费WiFi、手机充电设备等。通过这些服务，城市驿站不断拓宽城市服务空间，成为城
市里一道温馨的文化风景。 这正是：

城市驿站上线，便民服务俱全。
提升幸福指数，共享温馨港湾。

曹一 图 周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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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
晨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年
8 月 15 日，是“两山”理念提出 15 周
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绿
色生态是一个城市的最大财富 、最
大优势、最大品牌。走绿色发展道路，
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发展共识。

市委书记刘继标曾说，要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推动周口
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周口始终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不动摇， 先后获得全国卫生文
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城
市、 国家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等
众多荣誉称号，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生
态红线和空间管控体系确立， 环境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形成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 生态文明主流价值
观在全社会得到推行，森林城市、绿
色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
展。 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不断增强。

实践充分证明，生态本身就是经
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绿色
发展利国利民、功在千秋，这条路子
是正确的，要坚定不移走下去。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路子对了，就要
坚持走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不
要折腾。 ”

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道路，就要
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生态环
境没有替代品， 只有坚持绿色发展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想让大家的
生活环境更上一层楼，要想留下美好
的家园给子孙后代，就必须让大家打
心底认可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
念，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有些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也认同

环境保护， 也知道绿色发展的重要
性，但是不愿意做到生态优先，担心
拖累了地区发展。事实上，要“绿水青
山”并非不要“发展”了，两者是可以
结合的。 不少地区在探索绿色发展
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有很
多地方取得了“双丰收”。

当然， 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
夕 ，需要久久为功 ，尤其是 “关键少
数”要起到带头作用。 因为环境问题
不是一市一县的事，它有一个整体的
生态圈。如果这个地区为了利益而忽
视了环保，造成的不止是那一个地区
的影响。处于关键位置的领导干部要
带头改变思维，在当地的建设发展中
培养好注重环保的风气。当大家都形
成了这个好的理念，整体的环境素质
才会往上提。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
情。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
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只要坚持绿色
发展， 把老百姓的健康置于 GDP 之
上，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
严把“绿色关”，就可以实现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齐头并进。 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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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仰就有力量
李倩

������信仰是人生奋斗的“航标”，信仰是
人生闪光的“灯塔”，信仰是共产党人的
“精神支柱”，有信仰就有力量。 “一切向
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共产党人越遇困难越向前，越受
挫折越坚强。 ”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
改革历程中， 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
热血，铸就了一座座光芒四射的精神丰
碑，彰显了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崇高的， 也是具体的。 对方
志敏来说，是“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
舍弃党”的无悔坚守；对邓恩铭来说，是

“不惜唯我身先死”的无畏壮举；对赵一
曼来说，是“我的主义，我的信念，绝不更
改”的永世绝唱；对罗荣桓来说，是“永远
跟着党走”的遗世嘱托。 无数共产党人，
用具体行动标注着信仰的真谛，用关键
的抉择诠释着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如
果没有信仰、没理想，或理想、信仰不坚
定 ，精神上就会 ‘缺钙 ’，就会得 ‘软骨
病’，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质、经济上
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周永
康、令计划、苏荣等人步入犯罪的深渊，
不就是这样的典型吗？

坚定的信仰，如脊梁，泰山压顶不弯
腰；如灯塔，风吹雨打不迷航。 “两弹一

星”元勋王淦昌与邓稼先，当年隐姓埋名
离家 28载。 为了做好保密工作，王淦昌
改名王京。一年除夕夜，两人举杯：“叫了
王京同志几十年， 今日就叫一回王淦昌
同志吧！”言毕，两人抱头痛哭。90多岁的
八路军老战士罗国范，抗战时期背负“汉
奸”骂名，险些被群众“锄奸”，后又蒙受
不白之冤。 老人听力几近丧失， 在看到
“有没有感觉过委屈”的字条时，瞬时老
泪奔涌：“选择了党，选择了人民，就要忠
诚于自己的信仰，就要经得起考验。 ”这
是信仰的力量，也是信仰的魅力。

信仰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它是一面镜子，映射我们的当下，照鉴
人生的态度。 面对个人晋职，是人身依

附，还是实干立身？ 针对行贿之举，是欣
然笑纳，还是坚守底线？ 面对艰巨任务，
是拈轻怕重，还是攻坚克难？ 面对歪风
邪气，是随波逐流，还是敢于斗争？ 归根
到底，是信仰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理想
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
信念。 ”真正的信仰不是温室的花朵，石
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可夺其
赤。 铁一般的信仰，也正是在“滚打天门
石壁开”的考验中变得更加坚定，在“千
磨万击还坚劲” 的砥砺中变得更加坚
韧。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改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
疫精神等无不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
力量。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当下，我们要同心同德，凝聚信仰的
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迎难而上、
共创辉煌！ ②12

得饶人处且饶人？
朱玉柱 张花丽

������“得饶人处且饶人”最早出自《唾玉
集·常谈出处》：“蔡州褒信县有道人式
棋，常饶人先，其诗曰：‘自出洞来无敌
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现在常指做事
而留有余地，其意为“做人留一线，日后
好相见”，听起来的确无可厚非。 而具体
在如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特定的
工作中，用“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种工作
方法或理念就显得极为不妥。

监管与被监管是一对矛盾。 可以想
象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

的工作人员在检查执法中定然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武力威胁、找人说
情、无理取闹，等等。 这正是对执法人员
的考验。 如果有人讲人情就回避、别人
说两句难听的话就不想听、见了刺头就
怕、遇到难办的事就绕道走，还怎么开
展工作？

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部

门的工作人员要不怕骂， 原因有三：一
是这两个部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应
急管理部门的职责是加强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 安全和生产是 1 和 0 的关系，
没有安全，其他一切都是零。 生态环境
保护部门是守护蓝天净土碧水的，这是
关系当代和子孙万代生活能否持续的

大问题， 这两项工作既重大又光荣，职
责同样神圣。 二是两个部门的监管执法
有法律依据。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
法律就是尚方宝剑，尽管放心用。 三是
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均是利国利民的

大事， 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

人民群众这个最大的靠山，工作人员还
有什么顾虑？

为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应急管
理部门和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的工作人

员要勇于挺起脊梁，大胆工作，部门的
职责和任务也要求工作中不仅要会管

还要敢管，敢于碰硬，敢于对不安全行
为、对污染行为说“不”。 愿这两个部门
的工作人员少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
圆滑，多一些“不怕骂”的精神和“怕不
骂”的境界。 ②12

习惯“一手撑伞，一手干活”
何娟

国家大剧院对公众有序限流开放，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开始面向公众售票，
全国电影院分区分级恢复营业， 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陆续恢复……近日，
具有人流聚集特征的场所逐步放开，成
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恢复的一

个标志，对提振消费需求、提升市场信
心具有积极意义。

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我国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经济发展呈
现稳定转好态势。 前不久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 ，必须从持久战
的角度加以认识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建立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 这
一重要要求 ，为科学处理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指明

了努力方向、 明确了目标任务。 慎终
如始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努力推动
全面复工复产 ，是必须回答好的现实
命题。

从形势与任务看，我国经济形势仍
然复杂严峻，局部地区出现零星散发或
聚集性疫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
巨繁重。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
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
基本特点没有变，具有维护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大局的有利条件；经过高强度
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我国防控疫情的制
度工具和治理优势更趋完备。 下一阶
段，正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指
出的，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从
“无疫状态”向“适应疫情长期存在”转
变；发展方式要从“无疫发展”向“带疫

发展”转变。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我们有能力、有经验
确保疫情不反弹， 稳住经济基本盘，兜
住民生底线。

有这样一个形象比喻：过去是无疫
状态、“晴天”环境，可以放开手脚干活，
今后是常疫状态、“雨天”环境，必须“一
手撑伞，一手干活”。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习惯“一
手撑伞，一手干活”，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防范疫情反弹， 杜绝任何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 针尖大的
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 各地要严格落实
属地管理责任，将风险估计得更严重一
些，把缺漏发现得更早一些，把措施准
备得更充分一些，更好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 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创造有利条
件。 各经营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根据
疫情需要梳理工作流程，堵漏洞、补短
板， 将疫情防控措施融入各个工作环

节。
危中寻机、化危为机，是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的重要方法论。 疫情防控期间，在线办
公、无接触式配送、云音乐会等新经济、
新业态不断涌现，为人们工作、生活、娱
乐提供了便利，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
机遇。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好做
法、好模式固定下来，以发展的方式降
低疫情影响。 疫情防控也是人们反思生
活方式、涵养健康习惯的契机。 本着对
自己健康和他人健康负责的态度，每个
人都需要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规定，自觉
保持安全距离，让自己成为疫情防控链
条上坚不可摧的一环。 长远来看，公筷
制、分餐制、“一米线”安全距离、拒绝野
味等， 不仅是防控疫情的行之有效方
式，也将从根本上提升社会公共文明水
平。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可
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回到过去的常态。 适
应疫情可能长期存在的新形势，坚定严
防死守的态度， 涵养遇事不惊的定力，
将疫情防控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
活细节中，我们就能实现稳增长和防风
险长期均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

（原载《人民日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回到过去的常态。 适应疫
情可能长期存在的新形势，坚定严防死守的态度，涵养遇事不惊的定力，将疫情防
控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产生活细节中，我们就能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变味的“谢师宴”该“谢幕”了
崔洁

������十年寒窗苦读，今朝金榜题名。当前，
正值升学季，风行多年的 “谢师宴”“升学
宴”又开始扎堆出现。孩子金榜题名，家长
答谢老师合乎人之常情。 然而，需要警惕
和防范的是，个别党员干部受世风影响和
利益驱使，让“谢师宴”变了味。

例如，有的“谢师宴”，动辄就是十几
桌，每桌花费上千元，主人迎来送往，客人
忙于吃喝，却不知谁升了学、老师是哪位；
有的“谢师宴”，嘴上说的是向老师表示谢
意，心里盘算的是收了多少礼金，份子钱
有没有挣回来……凡此种种，不仅违背了
谢师的“初心”，而且败坏了党风政风，助
长了奢靡攀比之风。

让“谢师宴”“谢幕”，党员干部当率
先垂范， 自觉在心中划出一条纪律红
线。 在管好自己的同时，还要引导群众
不被人情风、攀比风裹挟，积极配合疫
情防控，让“谢师不摆宴”成为社会的一
股清流。 作为纪检监察部门，每到升学
季，都要通过各种形式向党员干部打好
预防针，不失时机地为“谢师宴”消暑降
温。 同时，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深入开展
明察暗访， 布下狠刹歪风的监督网，严
肃查处党员干部违规办宴的行为。 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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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 30 年前的国旗法面临立法修缮。 8月 8日，《国
旗法（修正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 该草案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严
重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造成重大伤亡或者举行国家

公祭仪式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下半旗志哀，也可以在部
分地区或者特定场所下半旗志哀”。

谈及下半旗志哀， 很容易让人想起今年的清明节。 当
时，全国各机关和驻外使领馆纷纷降下半旗，向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志哀，这是中国首次向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死难者下半旗。 如果把记忆拉远，在 2008 年
四川汶川地震和 2010 年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国务院也曾
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哀悼活动。 除此以外，在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各机关也会下半旗志哀。

但是，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死难者下半旗志哀，还真有
点“不一样”。 审视现行国旗法，仅规定了“发生特别重大伤
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
半旗志哀”， 并没有明确包括公共卫生事件造成重大伤亡
的情形。 对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下半旗志哀，从政
府的考量看，主要还是将其作为“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
幸事件”来看待。 因为，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特别重大、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分级标准》
等规定，通常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属于重大伤亡，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就属于特别重大伤亡。基于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中的死难同胞数，已远超“特别重大伤亡”的关口，纳
入下半旗志哀范围，也就没有多少疑义。

从效果来看，抗疫关键时期的下半旗志哀，有效凝聚了
全国人民意志和力量， 为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胜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也
应看到，特殊时期的“拓展”使用仅是权宜之策，从法律依据
上看并不充分，从长远来说也并不牢靠。 如果再次发生公
共卫生事件，仅造成了重大伤亡，想要下半旗志哀，便会陷
入“于法无据”的尴尬，而不像发生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
严重自然灾害时， 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下半旗志哀措施的
“顺理成章”。

立法修订国旗法，调整下半旗志哀的范围，所带来的好
处不少，一方面是拓展了法律适用的领域，让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死难国民，与其他特定情形一样，接受来自全
体公民或特定区域公众的志哀与悼念。 对于他们的亲朋好友来说，这样的严
肃庄重形式，更能直击内心，感受他人的关爱，让心灵创伤加速愈合。 而“修
缮”立法的另一大好处，是让特殊时期的做法固定下来，成为拥有法律保障力
的国家仪典。 比起通过政府指令“特事特办”的形式，立法“扩容”后的下半旗
志哀，不仅权威性、规范性更强，也更加合理，便于各级党政机关、全体公民切
实遵行。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与升挂国旗一样，下半旗志哀也是国家
的重要仪典。 历经 70 年的风风雨雨，从临时考量到惯例做法，从立法初定到
动议修缮，从主要面向政治人物，到主要面向不幸事件、严重自然灾害和公共
卫生事件中的死难国民，下半旗志哀的适用对象、场合、程序等悄然发生变
化，这是对公众呼声的正向回应，折射出立法理念的嬗变，凸显出以人为本的
理念，有利于全体公民进一步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国家和民族风雨同舟、
同舟共济。

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不仅来源于诸如科技进步等成就，很多时候也是基
于灾难记忆，共同的苦难记忆是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方面。 通过立法修订国
旗法，明确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严重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造
成重大伤亡等场合下半旗志哀，也是在形塑国家认同，强化公民共识。立法为
受灾国民而鸣，国旗为死难同胞而降，这样的仪典、这样的法律重若千钧，值
得期待。 ②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