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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阖家团圆、亲朋团聚是重要的主题。但是，蔓延扩散的国外疫情，零星散发的国内防疫形

势，让我们面临着复杂严峻的防控压力。在此背景下，“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外出不返回”等防疫措施，则成为我们面临的

必选题。平安健康是春节最好的祝福。对于就地过年的群众，相关部门和企业要统筹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各项服务

保障工作；对于返乡的人们来说，从始至终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也至关重要。相信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度过一

个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春节。

主持人 郑委

关于牛的品格，唐代文学家柳
宗元曾写过一篇《牛赋》，对牛的品
格进行了高度的赞美。近代文人鲁
迅，则力倡：“吃的是草，挤出的是
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子牛。”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号召：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
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
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21 年恰是农历辛丑牛年。这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
的大国，好日子等不来、要不来，唯有奋斗，才能
带来改变、孕育希望。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学习牛的品格，发扬牛的精神，保持牛的韧性，效
仿牛的奉献，时时刻刻把群众利益装在心里，俯
下身子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牛的可贵在于其默默无闻，脚踏实地，任劳
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
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成今天这个
样子，取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就，根本就在于
在任何困难面前，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
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正是保持

“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
英雄气概，在荆棘密布处披荆斩棘，在惊涛骇浪
中乘风破浪，我们才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胜利。回望历史，
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年代，艰苦
奋斗、埋头苦干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奋斗姿态。
牛的精神不仅成就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更成就
了一种作风，一种修养，一种风格，一种勇于接受
一切挑战并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不须扬鞭自奋蹄”。学习牛的品格，就要像
牛那样坚韧，就要像牛那样开拓，就要像牛那样
诚实，就要像牛那样节俭，就要像牛那样温顺，就
要像牛那样负重。

俗话说“牛马年好耕田”。就丽水而言，面对
广大市民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等现实，如何设身
处地地从群众角度出发，一件一件抓落实，让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这就需要我们像牛那样，保持坚韧
的冲力，形成冲锋的态势，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用牛的勇气、牛的信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为奋力开创丽水发展新局一路

“犇”腾！

学习牛的品格
发扬牛的精神

鲁人

让欢乐祥和让欢乐祥和、、健康安全成为春节的底色健康安全成为春节的底色
党报党报圆桌会

日前，处州晚报报
道了《“只要我有一口
气，一定治好她”》新
闻，一位不愿透露名字
且不愿被报道的热心
市民捐了一万元，在捐

完款后，该市民说了三个不要：不要对方打一个
感谢电话，不要记者再打一个后续采访电话，不
要晚报一个字。三个“不要”，给人的触动诚如很
多网友留言的那样：被彻底感动了，让我们致敬
善良，学习善良，学会善良。

三个“不要”，说白了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做
了好事之后，是要求表扬，还是隐姓埋名，不要张
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如何选择也只是和
做好事的人性格有关。从很多媒体的报道来看，
做好事不留名的新闻很多，像宁波的“顺其自
然”，已连续二十余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邮寄善
款，但却没有人知道这位“顺其自然”是谁；而路
遇不平伸出援手、救助伤者等等不留名的新闻，
更是不胜枚举。他们用自己的一举一动默默地
奉献着，让需要帮助的人们感到了温暖，看到了
力量。事实上，无论是做好事留名，还是做好事
不留名，其中彰显的助人为乐精神都值得我们尊
敬、学习。

做好事留不留名？这是当事人的选择。看
到有人做善事要不要宣传？笔者认为，当事人名
字可以不“曝光”，但是善举需要宣传，需要弘
扬。撰写该报道的记者说，需要记住这份善良，
向这种善举致敬。的确是这样。我以为，一方
面，这种善举的确应该得到众人的致敬，众人也
有理由为我们的城市里有这样的好人而骄傲。
另一方面，弘扬善举，传承善良也是一座文明城
市应该有的态度。弘扬善举，一个是让大家有学
习的榜样，一个激发做好人好事的热情，带动更
多人加入到善良的队伍中来，如此，才会一个人
变成一群人，部分人变成全部人，一份爱也才会
产生十份爱、百份爱。

“曝光”善举，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在这座城
市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默默奉献着的人，他们不
求名不求利，只为了给他人的生活带去一些光和
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曝光”是致敬，也是学
习。

善举也需要“曝光”
郑委

倡导就地过年，不但要把留岗福利
切实地落实到留岗人手中，更要解除留
岗人员的后顾之忧。日前，民政部下发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加强寒假春节
期间父母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工作，《通知》强调，要帮助这些
留守儿童过好春节、过好寒假。

积极响应国家防疫号召，越来越
多在外务工的人选择就地过年。但
是，有个问题不容忽视，这就是在外打
工的父母选择就地过年，家中的留守
儿童咋办？解决不好必然成为父母最
大的牵挂，也会直接影响就地过年的
号召落实。如今，这一特殊群体已引

起国家民政部的关注，并为此专门发
文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加强寒假春节期
间父母就地过年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服务工作。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让留
守儿童享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促其过
好春节和寒假。从而解除了选择就地
过年父母的后顾之忧。

关爱儿童，大家有份。我们看到，
民政部对各级民政部门提出具体要
求，必须深入细致地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工作。但是，笔者认为，关爱儿童并
非只是民政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和义务。因而，各级政府、各
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应积极行动起

来，根据自身实际，积极主动参与关爱
工作。从而形成众人添柴火焰高的格
局。唯有上下一心，齐心合力，才能取
得预期好成效。

求真务实，不落一人。由于留守
儿童面广量大，这就要求我们工作必
须深入细致，求真务实，否则，就可能
形成疏漏。因而，各地有必要立档建
卡，建立台账，务必做到关爱全方位，
不落一个人。

结对帮助，快乐过年。实践证明，
这是一项需要细心、热心、真心，认真
对待的工作。既需要发挥工青妇等群
团组织和公益组织的作用，更要充分

调动和激发志愿者、学校和老师参与
积极性和创造性，与留守儿童结对牵
手，乐做他们“临时父母”，给他们无微
不至的关爱。同时，还要引导务工父
母采取电话、视频等方式与留守儿童
远程“见面谈心”，切实做到“人在外，
爱回家”。对因家庭缺乏通信视频设
备或操作不熟练等原因导致不能进行
视频的，相关部门要及时提供帮助。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并把关爱
送到每一位留守儿童的心中。让他们
都能像其他父母在身旁的儿童一样，
安心快乐过大年。

对留守儿童多一分关爱
陆敬平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旧严
峻，多地向在外游子发出“非必要不返
乡”的倡议。倡导就地过年既是为了
防控疫情的需要，也是出于个人健康
的考虑。本是万家团圆的时刻，却为
了防控疫情的大局选择放弃与家人团
聚的机会，他们的付出值得肯定，不能
让留下来的他们冷清清地过年，因此，
如何让他们也能过个暖心年，是当前
相关部门、企业急需考虑的问题。

对此，多地出台实打实的政策举
措，向就地过年群众送出“春节大礼

包”，比如发放春节红包、消费券，赠送
手机上网流量包，公共文化场馆免费
开放，诚意满分，实惠非常，赢得多方
点赞。而企业作为政策执行的关键主
体，也绝不能掉链子，应将有关部门的
相关举措落到实处，让员工暖心过年。

让员工暖心过年，企业在服务上
要做到有保障。过年期间，企业应用
心做好外地员工的疫情防控和工作、
生活等方面的服务保障，有条件的企
业可向员工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
包”、年货礼包，并提供代寄回家服

务。对家庭困难员工可发放生活补
助、租房补贴等，为他们免除后顾之
忧，让他们也能安心过好年。如需加
班，企业要尊重员工意愿，提前做好规
划安排，并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做好
调休工作，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待
疫情稳定后，也可安排员工带薪休假、
错峰回家，弥补春节不能回家的遗憾。

让员工暖心过年，企业在情感上
要多关怀。新春团圆的时候，背井离
乡的游子心理上必然会有失落有起
伏，这就需要企业多给予外地员工一

些情感上的关怀，可以安排走访慰问，
给独自过节的游子带去节日的问候与
祝福，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家的温
暖，也可以组织丰富多样的文娱活动，
营造节日氛围，鼓励员工积极参与，满
足员工精神需求，缓解他们的思乡之
情，让他们开心过节，舒心过节。

就地过年不意味着冷清过年，为
此，企业应积极作为，多一些暖心关
怀、务实举措，让留守的员工在异乡也
能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过一个温
暖祥和的别样春节。

让就地过年群众暖心过年
洪嘉联

受疫情影响，注定 2021 年的春节
不能像往常一样。特殊背景下，需要
我们选择更理性更稳妥的过年方式。

以往，人们都习惯于在春节走亲
访 友 、互 相 串 门 ，然 后 聚 在 一 起 就
餐。不可否认，这种面对面沟通交流
的方式的确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增强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友谊。
但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春节里，为了避
免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疫情传播风
险，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这种过年方
式，尽量不串门、不集会、不聚餐、少
外出。回乡的人们，要尽量陪伴在家

人身边，非必要不出门，减少聚集隐
患。外出注意戴口罩，见面时保持合
理的社交距离，可以改握手为拱手作
揖，既重拾了传统礼仪，又避免了接
触感染风险。拜年不一定要面对面，
屏对屏也可以传递温情。这个特殊
的春节，远在外地的人可以通过视频
连线方式，实现和家人“相守云端，温
情满满”。

以往的春节，亲朋好友都会聚在
一起吃饭，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酒店
里，餐桌上都摆满了各种菜肴，同时
浪费情况也是触目惊心。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针对厉行节
约、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做出了重要指
示。对此，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充分认
识作为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特别是在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将我们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时刻绷紧粮
食节约这根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
极端重要性，自觉把勤俭节约、艰苦
奋斗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
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珍惜每一餐
饭，节约每一粒粮食，带头大力宣传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让节约光
荣、浪费可耻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疫情防控分类分级管理的政策
之下，不回家乡、就地过年，成为更多
人的选择。在此情况下，相关部门可
以通过制作红灯笼、写春联、包饺子、
做汤圆等一系列活动，为就地过年人
员和家庭提供展示的机会和平台，从
而让文化浸润春节，为春节增添年味，
让特殊的春节过得更有意义。

平心而论，春节毕竟是中华民族
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一时对春
节过法、年俗做出改变实属不易，但
为了疫情防控需要，我们必须要做出
改变，在弘扬新风中过好特殊春节。

在弘扬新风中过好特殊春节
杨官印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在辞旧
迎新、阖家团圆的节日期间，党员干
部要更加绷紧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责任意识，坚决杜绝“节日腐败”，严
以律己，勤政为民，履职尽责，过一个
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春节。具体来
说 ，就 是 党 员 干 部 过 年 要 做 到“ 三
思”。

一要有每逢佳节倍思“廉”的自
律。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
节。年关到了，不能不提到廉关这个
话题。著名经济学家、党建工作和反
腐理论研究专家黄苇町指出：“有些
案子，领导干部受贿 30%都是在春节
期间。”这警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年关务必过好廉关。过好廉
关，确非易事。难就难在但凡找上门
来的，都有这样那样的名目和理由，
在“拜年”“祝福”之类的名下，往往掩
藏着一些另意。因此，过好廉关，要
防止一叶障目，不被好看的包装遮住
眼，不为好听的理由所迷惑。既然是

拜年，有晚辈给长辈拜的，有亲戚朋
友相互拜年的，但看看找上门来拜年
的，既非晚辈，也非亲朋所为。这个
时候，如不睁大眼睛，仅被几句拜年
之言、溢美之辞所蒙蔽，那廉关恐怕
是过不了的。过好廉关，既要有一双

“火眼金睛”，明辨哪是正常交往，哪
些是“糖衣炮弹”；也要摆正心态，不
为自己提供任何借口和理由。该当
面拒绝的，不容商量，没有丝毫回旋
余地，让对方彻底死心；该事后退还
的，也不能因时过境迁又心生“收”
意，要言明理由，退得情真意切，让对
方明白不收是人格，是操守，而非作
态。因此，作为党员干部，面对金钱
的贿赂，只要抱定操守、站稳立场，那
么廉关就不是难过的关。

二要有每逢佳节倍思“民”的情
怀。每逢佳节倍思亲，乃人之常情。
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每逢佳节，不仅
要倍思亲，还要倍思民。如何做到常
思民、倍思民？首先要“下”得去。就

是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把群众当亲
人、当朋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做群众的贴心人。其
次要“跟”得上。送温暖要有跟进举
措，既要承诺，还要兑现。下基层看到
的、听到的，要细心记、真心办。对于
发现的问题，要盯住不放，直至问题彻
底解决，让群众满意，绝不能拖沓敷
衍。再就是要“贴”得紧。送温暖要与
基层群众需求贴得紧，不仅“好看”，更
要“中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不仅送钱送物，更要了解群众所思所
想所盼，送去技术、信息，变“输血”为

“造血”。这样，才能让群众暖到心里，
才能让温暖持久。

三要有每逢佳节倍思“责”的担
当 。 人 们 常 说 ，小 孩 过 年 ，大 人 过
关。作为领导干部，当有“群众过年，
领导过关”的责任担当。每逢佳节倍
思“责”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应有的
本色和情怀。应当说，大多数党员干
部“视民之不安，如疾痛在乃身”，逢

年过节，他们总是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体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共产党人以人
民幸福为己任的担当。春节是我们
中华民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这个
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需要解决
的问题很多，如农民工工资容易被拖
欠、人流量大交通事故易发、假冒伪
劣食品禁而不止，等等。当前，虽然
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还有不
少农村贫困人口，即便在城市，也有
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春节临近
了，他们的年货备得怎样？他们的生
活 状 况 如 何 ？ 他 们 有 什 么 具 体 困
难？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如此等
等，只有深入到田间地头，进门入户，
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才能掌握到
真情实况；只有带着真情，嘘寒问暖，
看粮袋、掀锅盖、摸被褥，拿出排忧解
难的诚意，带上雪中送炭的温暖，才
能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党员干部过年要“三思”
严水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