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全媒体
报道，近日，市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广东省革
命遗址保护条例》实施
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全市共有
不可移动红色革命文物
36 处，其中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8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4处，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9处，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15处。现有烈士
陵园、烈士纪念碑等烈
士纪念设施710处，全市
烈士总数1894人。化州
是粤西地区唯一一个广
东省一类革命老区县，茂
名地区革命英雄为捍卫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
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红色文化资源是党
领导人民革命建设进程
中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
和精神印记，承载党的
光辉历史，彰显党的性
质宗旨，见证党的初心
使命，凝聚党的优良传
统作风。我市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真实记录了
中国共产党在茂名地区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的 艰 难 困 苦 和 丰 功 伟
绩。用好上述身边的红
色文化资源，组织师生
参观上述系列遗址、革
命纪念馆等，介绍革命
文化内容等，教育激励
感染师生敬仰革命先烈
精神，在青少年心中广
撒 深 播 爱 国“ 红 色 种
子”，传承红色文化基
因，必能更好引导他们

明确前行方向，收获精
神成长，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青春力量。

将红色基因文化资
源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最
鲜活生动的教科书。红
色 资 源 是 不 可 再 生 的

“活化石”，不仅为爱国
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活泼
的案例和真实可靠的素
材，也提供了多样化的
教育形式和多类型的教
育环境。在我市内革命
纪念馆、博物馆、红色遗
址，一张张斑驳的照片、
一册册珍贵的书籍、一
件件镌刻历史印记的遗
物、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无声地诉说着战火纷飞
的峥嵘岁月，带我们回
顾党的历史，向我们传
递精神力量。通过对这
些图片、实物、录音、视
频的详细解读，可增强
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使红色资源

“ 活 ”起 来 、红 色 记 忆
“醒”过来。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要以红色资源为
依托，从历史中总结经
验教训，从党的百年历
程中把握历史规律，学
出理论上的清醒、政治
上的坚定，以生动鲜活
的红色教材诠释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

用好身边的红色文
化资源，吸取红色文化
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
一 代 青 少 年 中 传 承 下
去，必将凝聚起强国建
设的磅礴力量，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有力保证。

用好红色文化资源
助力爱国主义教育

王平生（电白）

近日，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
第三次会议暨市领导班子主题教
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会议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
育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及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茂名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党中央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
部署，交流近段时间调查研究情
况，推动主题教育在茂名不断走深
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
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
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中央印发的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
方案》，深刻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
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
方法步骤和工作要求，为全党用
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做好各

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党
员干部要练好调查研究这一基本
功，推动崇尚实干、力戒空谈、精准
发力、对症施策，切实提高调查研
究本领。

强化问题意识，调查研究要
“找准问题”更要“扭住问题”。调
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找准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紧紧“扭住问
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
要抓住主要矛盾。要找准问题，就
必须抓住主要矛盾。问题意识强
否、能否抓住关键问题，将决定调
查研究工作的成效。党员干部开
展调查研究既要善于“向上”看，思
考在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上的
难点、堵点，又要善于“向下”看，主
动了解群众所急所需、所困所难，

选题必须分清所要调查研究的问
题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
盾，然后再围绕主要矛盾深入进行
调查、下功夫研究、下力气破解。
另一方面，要扭住不放松。问题找
准了，必须紧盯不放、扭住不松。
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特别是
问题，要不回避、不遮掩，刨根问
底、深挖根源，发扬钉钉子的精神，
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真正
把问题分析透彻，找出问题的本质
和规律，有针对性提出对策、拿出
实招。

坚持走进群众，调查研究要
“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调
查研究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
的过程。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各级
领导干部只有扑下“身子”，才能了

解到最全面的信息；只有带着“感
情”，才能促使其在调研过程中克
服一切困难，获得最真实的信息，
为正确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身
入”是前提，必须亲力亲为。“心到”
是关键，需用心用情。一方面，要
扑下身子深查实情。实查是调查
研究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一环，要
坚持“开门”听实话、“推门”察实
情，改进调研作风、力戒形式主义，
放下架子、扑下身子，采取技筛人
查相结合、座谈访谈相结合、明察
暗访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奔着问题
调查、带着问题研究，多看实绩实
效、少看痕迹资料。另一方面，要
讲百姓话采集民意。了解群众所
难所盼、所急所怨，就要聚焦“如何
走到群众心坎上”这个命题，用白

话促交心、以诚意听民情、用真心
问愁盼，真正做服务群众的知心
人。要虚心向人民求教，拜人民为
师、向人民学习，多用“土话”拉家
常，与群众面对面、心交心交流，聊
经营、听困难、记诉求，在调研中着
力跳出早有准备的“场面话”，重点
围绕群众最直接、最迫切的事项进
行求证，深挖问题、找寻方法、求真
务实，着力破解基层治理的痛点、
堵点、难点。

突出实效导向，调查研究要
“研机析理”更要“研以致用”。调
研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一方
面，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对调
查得来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
析、研究，揭示隐藏在现象后面的

本质，找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符合中央精神
和全国工作大局、符合当地实际、
有决策的参考性和实施的可操作
性的工作思路、方针政策和具体措
施。另一方面，对梳理出的问题形
成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对象，压实
主体责任，努力用好通报、约谈、评
优评差等手段，对各方形成有力督
促。对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
短期能够解决的，立行立改、马上
就办；对一时难以解决、需要持续
推进的，明确目标，紧盯不放，一抓
到底，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
决不彻底不放手，持续推动把解决
群众眼前最急最难的事情与立足
长远、着眼长效结合起来，让调查
研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切实提高调查研究本领
陈丹琳（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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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近日，老伯看不懂英文误
入女厕被指非礼事件登上热搜。据当事人反
映，由于商场厕所标识为英文和图案，他误进
女厕被指责。虽然事后商场随即道歉并进行
了优化整改，但相关讨论并未就此平息。不少
人纷纷吐槽商场、酒店、景区、医院等公共场所
卫生间的标识越来越晦涩难懂，让人看了一头
雾水。

我们鼓励生活中多一些创意和趣味，但一
切都应以实用性为前提。厕所标识设置本身
为了方便服务大众，让所有人都能看懂，能分
清男厕还是女厕。可现在有些厕所标识设计
已经偏离了初衷，让上个厕所都要考验知识的
储备量，甚至认为看不懂才显得超级高档，通
俗易懂反而就低档了似的。这显然是本末倒
置，人为添堵。期待以后厕所标识设计都能以
人为本，让人一目了然、清晰易懂，让如厕不再
有“门槛”，不再有误入厕所的尴尬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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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有这样的感
受：每天要频繁登录应用软件、回复微
信群组，在各类签到打卡、积分排名、
拍照转发等任务要求中忙得团团转。
面对“指尖政务”带来的负担，如何立
足基层工作实际，切实管好数字应用、
实现数字便利，成为一道现实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就像‘牛皮癣’，
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坚持为基层、
企业减负，让干部群众的精力真正花
在干实事上。”变味走样的“指尖政
务”，也是一种形式主义。不久前，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关
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强化建设管
理、强化使用管理等方面作出部署，要
求加强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的标准化规
范化管理，有助于推动相关工作形成

合力、建立长效机制。
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政务服务，初

衷是为了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一位
西部地区的乡镇干部说，以前到县上
开会要花两天时间，现在开视频会议、
网上办公，节省了不少精力。以网络
技术赋能提升政务效能，用好各类政
务平台、信息系统、工作群组，能够让
广大干部轻装上阵，更好干事创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既要为基层干部卸
下不必要的负担，也要让数字政务回
归本质，切实提升数字化治理和服务
能力。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是形式主
义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异翻新，
也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主要表现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四风”问题具
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治“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既要注重治标，如《意见》提
出“不得强制要求定期登录”“不得脱

离工作实际强制要求打卡接龙、即时
响应”“不得简单以工作留痕代替实际
工作成效评价”；更要注重治本，着眼
于相关乱象及可能出现的变种，探索
建立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机制。标
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
起来，瞄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对
症施策、精准发力，方能做到真减负、
见真效。

“只保留必需的常用工作 APP，感
觉如释重负。”2023 年，浙江淳安整治
政务 APP 过多过滥的问题后，一名干
部如此感言。清理整合群组，修正考
核标准，减少报表填写，打通数据壁垒
……不少地方在工作层面实现减量提
质，为干部减负。从重“痕迹”到重“实
绩”，从“群里吼”到“实地走”，基层干
部不再“困于指尖”，就能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抓落实，为群众服务。

形式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减轻

基层负担也非一日之功。尽管相关治
理工作不断取得成效，但仍需巩固成
果，在加强常态监管、防止反弹回潮上
下功夫。从根子上坚决摈除包括“指
尖上的形式主义”在内的各类形式主
义问题，既要从机制上着力，把握好数
字应用程序规范管理与长远发展的关
系，又要从思想层面破题，引导广大干
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强化制度约
束、筑牢思想堤坝，铲除形式主义滋生
蔓延的土壤，才能持续改进干部作风、
优化干事创业环境。

作 风 建 设 是 攻 坚 战 ，也 是 持 久
战。继续以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以
钉钉子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增效，让干部轻装奋进，我们必能凝
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转载《人民日报》）

标本兼治减“指尖”之负
李洪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