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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有份
新年贺词

□ 莲都 邹成

马上要过年了，你的新年贺词写过了吗？ 你
准备好为贺词里的目标开足马力了吗？

过去一年 ，中国取得了骄傲的伟绩 ：从 GDP
接近 100 万亿人民币、人均将迈上 1 万美元的台
阶，到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 ，从生态环境成
为国家战略，到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实现从跟
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 ；全面深化改革作为
改革开放的豪华升级版，为我们擦拭了极致服务
“最后一纳米”的痛点，这些“硬核”是展现大国风
范的生动实践。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 2020 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迎
考之年， 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新时代里的人，
应责无旁贷地担起使命。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
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是一名基层工作者的标准
和准则，因为基层干部是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
梁 ，是党和政府好政策的接受者 、传播者 、践行
者，是人民群众的引领员、指导员、服务员。 全面
小康社会 ， 我们应该当仁不让地冲在一线加油
干，脱贫攻坚的战场上，能有我们的身影，有我们
的脚印，有我们的汗水 ，是我们为祖国最好的献
礼，也是新时代里我们芳华的精彩绽放！

一份新年贺词承载着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
也寄托着对未来的谋划和展望。 既肯定成绩与收
获，又发现问题与短板 ，为新的一年指明奋斗的
方向，为遇见更好的自己砥砺前行。

核心观点

一份新年贺词承载着对过去的回顾与
总结，也寄托着对未来的谋划和展望，为新
的一年指明奋斗的方向。

从“最多跑一次”想到“最多问一次”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本报 2019 年度新闻回顾中，有一个关键
词是“最多跑一次”。

2019 年 12 月 ，丽水机关内部 “最多跑一
次 ” 改革入选 “2019 中国改革年度十佳案
例”， 并被授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地
方全面深化改革调研基地”。 近年来，我市以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项改革。 高标
准推进群众、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改革，
1378 个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全域通办。

由“最多跑一次 ”，想到另一个词 ，叫 “最
多问一次”。 何为“最多问一次”？ 完整的意思
就是群众找政府部门办事用不着问来问去
的，最好是问一次，就把情况问清楚了。 让群
众“最多问一次 ”，可以省去群众许多波折与
成本， 最终， 群众自然就可以更好地办成事
了。

如今的时代被称为信息爆炸的时代。 因

为手机、新媒体、互联网等等的推波助澜 ，信
息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 但实际上，你以
为信息无处不在的时候，却经常发现，自己真
正需要的信息却很缺乏，自己是无知的，自己
是信息饥渴的。 这样的信息无知与饥渴在需
要找政府部门办事时，就显得更突出。 但事还
得办呀？ 于是就得先问。 但是，往往这里问那
里问，就问成了刘欢的那首歌———《千万次的
问》。 由此，你消耗掉许多精力和时间，还可能
无法实现办事上的 “最多跑一次 ”，心里不是
滋味。

让群众 “最多问一次 ”，需要提供好的咨
询平台。 这样的平台最好要方便，群众触手可
及，内容则系统丰富。 比如利用互联网，依托
新媒体等，以地方为单位，把各部门集聚在一
起，建立信息咨询平台，提供及时完整的信息
服务。 有了这样的平台，群众就不至于像无头
苍蝇似的到处打听，一次次找人，一次次问。

在许多政府部门，咨询的平台是有的，比

如网站 、热线电话 ，但往往 “年久失修 ”，形同虚
设。 问一个问题，几个月都没有回复；有的接受咨
询的同志，则话说半句，弄得对方一知半解，云里
雾里。 如果有便捷的平台，问的次数就会大大减
少。

有了好的咨询平台当然还不够，还需要想办
法让更多人知晓平台。 不然，平台还是可能发挥
不了信息中介作用，群众还是可能在寻找信息的
路上挣扎！

写一份真诚的“年终总结”

□ 莲都 林华斌

年终，许多人忙着各式各样的
总结。 平心而论，在单位里的总结
大多是为了总结而总结，很少有发
自肺腑的盘点与反思 ， 这样的总
结，形式总是大于实际意义。

其实，不论是单位上班还是自
由职业，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好好
写一份年终总结，细心盘点一年的
得失，潜心反思经历成败的经验教
训，剖析为人处世的不足。 这样的
回顾，对人的成长是不无裨益的。

如何做好个人“年度总结”呢？
首先 ，要给自己准备一个 “年

度记录本”。记录本不分男女老幼，
人人皆可。这一年中值得记录的人
物、事情 、得失 、反思等 ，都可以记
录在册。 不需要华丽的辞藻，简简
单单 ，真真切切就是最好的 “年度
痕迹”。

其次， 要认真筛选出一个人。
一个在一年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
人。 我们可以选择身边的亲人，也
可以关注那些素不相识，但充满震
撼力量的不平凡人。我们通过这些
人，感受亲情的力量 、社会的新风
尚 ， 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规
划。 许多时候，一个人可以在不经
意之间影响到另一个人，从而改变
他人的命运。能够带领我们前进的

“楷模”数不胜数，朱宗鹤、陈立群、
卢永根等等，他们给予我们更多的
前进力量。

再次， 记录一件最有温度的小
事。 每个人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暖
心事， 这样的事情很有年度意义 。
就好比 2019 年年底，许多媒体都在
回顾这一年的温暖时刻，推出一系
列的暖心人、暖心事。 一件小事，一
个举动 ，一次特别的问候 ，都会让
人心生暖意，回味无穷。 我们个人
年度总结里，应该记录下这样的暖
心事。

最后 ， 给自己未来做一个展
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
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在年终小结
时 ，我们必须承前启后 ，接下去有
一个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对自己未
来做出一个展望。 列夫·托尔斯泰
说过， 人活着要有生活的目标：一
辈子的目标， 一段时间的目标，一
个阶段的目标 ，一年的目标 ，一个
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
一小时、一分钟的目标。 展望目标，
就是给自己鼓劲加油。

个人年终总结， 既是上一年的
终点，更是下一年的起点。 大家不
妨认认真真地总结，去除任何功利
的思想与压力 ，不断感受 、不断积
淀 、不断成长 ，留下最纯真的年度
记忆。 这将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核心观点

让群众“最多问一次”，需要提供好的咨询平台。 这样的平台最好要方便，群众触手可及，内容则系统丰富。

核心观点

给自己好好写一份年终总结，细心盘点一年的得失，
潜心反思经历成败的经验教训，剖析为人处世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