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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
对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躲事儿”现象
提出批评，指出个别干部见事就躲、
扛事就软，既引起群众不满，又贻误
事业发展。

从整体来看，党员干部队伍的
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但也不乏“躲事
儿”的领导干部。他们往往自诩“无追求”，自嘲“佛
系”“躺平”，或因能力不足，干不成事；或因害怕担
责，不敢做事；或因“好处”没拿够，不想做事……凡
此种种，都不该是领导干部身上应该出现的“品
质”。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干事担事，是干部
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
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革发展稳
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出了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理应
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

这样“见事就躲、扛事就软”的领导干部，在其位
却不谋其政，危害不可估量。一方面会带来不好的示
范效应，破坏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当一些领导干部

“躲事儿”成为常态，“见事就躲、扛事就软”成为下意
识的习惯，就可能影响年轻人的价值判断，甚至让他
们起而效仿，导致整个团队缺乏战斗力和凝聚力。另
一方面，不利于营造干事创业的氛围，影响经济社会
的高质量发展。不敢担当、不负责任、缺乏冲劲，这
样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积极作为、干事创业，带来推动
发展的动能，久而久之，党的事业将会停滞不前。

“见事就躲、扛事就软”的行为绝不可取，对“躲
事儿”的领导干部，不能姑息手软。一则，在源头的
选人用人上，就要坚持正确导向，用实绩说话，选好
人、用对人，让真正干事创业的人有“奔头”，树立“风
向标”，形成正向激励机制。二则，要规避官场“老好
人主义”，在评优评先上打破轮流坐庄的“惯例”，在
晋级晋升上破除论资排辈的沉疴，让真正表现优秀的
人尝到“甜头”。三则，事后的追问责机制不可或缺，
既要“高高举起”以形成警示效应，也需要“精准落
下”，让“躲事儿”的领导干部真正吃到“苦头”。四
则，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应提上议程，积极保护与鼓励
创新，让敢为人先的领导干部更有“劲头”，更好地营
造起干事创业的氛围。此外，领导干部自身更要勤于
学习、善于思考、敏于实践，提高干事创业的能力和
水平，才有底气去担当担责，管理事务、带好下属。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的阶段，尤须激发领导干部愈难愈上、
愈险愈进的精气神，要拿出“敢为、敢闯、敢干、敢首
创”的精神状态和“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
豪情壮志，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书写新华章。

领导干部不能
“见事就躲扛事就软”

龙敏飞

制定落实基本养老服
务清单、建立精准服务主
动响应机制、完善基本养
老服务保障机制、提高基
本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

升基本养老服务便利化可及化水平……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对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作出重要基础性制度安
排。

养老服务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待，事关亿万人民
的福祉。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口将
以年均约1000 万人的规模持续增长。随着人口老龄
化趋势加快,人民群众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
长。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印发的《意见》进一步回答了基本养老服务
“服务谁”“服务什么”“如何服务”等关键问题，有利
于推动解决老年人在养老服务方面急难愁盼问题。

《意见》中首次发布《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
了包含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等三大类16个
服务项目，并分别明确了每个项目的服务对象和内
容。用清单化、标准化的方式将基本养老服务作为公
共产品向全体老年人提供，既让地方政府对现阶段保
障养老服务“重点要保什么”“保到什么程度”做到心
中有数，也让广大老年人对于能够从国家、社会得到
什么样的服务保障，做到心中有数。

政策虽然好，关键在落实。各级尤其是相关职能
部门应按照《意见》要求，切实抓好老龄事业、老龄产
业。综合各地经验，建立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最关键的是打通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最后一公
里”。在具体操作中应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要支持
各类所有制养老机构规模化、层次化发展。各地要通
过直接建设、委托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会投资等
多种方式发展机构养老，促进养老服务增加供给、改
善质量，以适应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另一方面要大
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落实新建住宅小区养老
服务设施配建要求，对老旧小区和纳入特困供养等范
围的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支持养老机构运营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养老护
理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推进长期照护服务发展，
为医养业务融合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养老服务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顺应百姓期待，不断织牢织密养老服务的保障
网，正惠及千家万户，让越来越多的老人获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好政策要落实好
鲁人

编者按

全市艺术乡建现场会提出深入实施艺术乡建“四个双百”工程，以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近年来，通过文艺方式充分挖

掘乡村能级、赋能乡村振兴，越来越被重视。省市均出台了相关政策，希望通过开展艺术乡建引领乡村文化发展，激发乡村价

值。2022年我市重点打造了景宁东弄网络作家村、龙泉市上田钢笔画村、庆元县蔡段彩妆村、遂昌县黄泥岭音乐村、松阳县横

坑竹艺村5个艺术村项目，同时，还通过文化产业创新团队评选，涌现出了古堰画乡艺创中心、宋韵青瓷“新生代”等一批行业

领军型文化艺术队伍，成功打造“柿子红了”“在水一方”“798艺术写生基地”等艺术创作基地，一条艺术助推乡村振兴的创新

之路正在全面打开。

艺术乡建助力共同富裕
党报圆桌会

近年来，一个个艺术化村庄试点
走入现实，艺术与乡村双向奔赴、互相
融合，成为乡村振兴路途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铸魂工程，具有凝神聚气的实
践价值，以艺术引领乡村建设，正是乡
村振兴的创新之路。

艺术邂逅乡村，一步一景间让气
质尽显。“美”是艺术乡建最直观的视
觉呈现，“山水生态”的浓郁底色搭载

“美学艺术”的形象表达，最容易被人
们感知和认可。依托乡村独特的地理
风貌和自然资源，因地制宜进行艺术
化创作，通过景观打造、民居改建等方

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杭州富阳的
东梓关村，改造后“摇身一变”为白墙
黛瓦的杭派民居，排排房屋连缀成一
幅江南水墨画；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
打破传统的装修和陈列范式，一举打
响“中国最美书店”的名号……在艺术
的加持下，美丽乡村建设硕果累累，越
来越多的乡村在美得有“烟火气”的同
时，更具“时尚感”。

艺术唤醒沉寂，传承创新间让资
源变现。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艺术乡建则是对当代乡土文化的
再发现、再挖掘、再整理，在这一过程
中，艺术赋予了村落新的时代价值。
无论是颇具时代风貌的老树、保护完

好的古村落，还是版画、剪纸、泥塑等
底蕴浓厚的地方非遗，都被艺术“相
中”，凭借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更具美感
的艺术造型，成为消费市场的新“宠
儿”。此外，在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美
学理念融合的同时，写生基地、艺术画
展、村落研学等新场景不断涌现，“艺
术+农业”“艺术+旅游”等新业态不断
丰富，充分激活了乡村经济潜在的增
长点，成功带动了传统经济的转型升
级，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
山”。

艺术浸润乡土，潜移默化间让民风
焕新。村民是乡村的主体，也是艺术乡
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艺术乡建的最

终目的就是增强其文化自觉，提升其文
化自信，打造一支乡土人才生力军，激
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近年来，随着
文化惠民工程的深入实施，艺术节、村
歌村晚等文艺活动蓬勃开展，群众文艺
团体遍地开花，点燃了村民的文艺梦
想，更催生了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此外，民间美
术馆、艺术工坊等乡村艺术场馆先后兴
建，技艺培训、美学教育惠及各类人群，
在提升村民艺术品位、增强群体文化自
信上成果显著。得益于艺术的浸润和
熏陶，村民精神越来越富有，生活越来
越好，生动诠释了文艺为民、惠民、乐民
的初衷。

用艺术点亮乡村未来
邵雪雨

浙江宁海县葛家村通过艺术乡建，培育出
十余支乡建团队和138名乡建艺术家，充分发
动全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甘肃省天水市
秦安县石节子村 100 余名艺术家和村民们同
吃同住，一起创作艺术作品……艺术乡建的过
程，应是艺术家与村民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
过程。

艺术家与村民双向奔赴，要“输血”，更要
“造血”。借助农村文化礼堂，开展文艺进万
家、公益展览展演下乡等活动，让村民更便捷
地参观展览、观看表演，帮助村民看懂艺术作
品，提高艺术审美水平。通过推广“结对帮
扶”“文艺村长”“乡村艺校”等模式，面向乡村
广泛开展文艺指导、艺术培训，加强乡村艺术
普及教育，培养一批乡村文艺骨干，让欣赏
美、追求美、塑造美成为广大村民的自觉追
求。

艺术家与村民双向奔赴，要“阳春白雪”，
更要“下里巴人”。艺术乡建，主战场在乡
村。艺术家要主动扎根乡村，将创作融入村
民的日常生活，让艺术在乡村的土壤里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艺术家在刚投身艺术乡建
时，往往会因创作不接地气而出现“水土不

服”的情况。如有些乡村环境改造与美化，墙
上喷绘的是国外动漫形象，这就是不尊重乡
村本土艺术和乡土习俗的表现。很多古村落
历史悠久，它的艺术性蕴含在村民的生活中、
居住的老屋里，需要艺术家根植于乡村，从村
民的角度去发现、挖掘，创新当地文化，用艺
术手段去赋予当地文化新的表达，激活村庄
文化。

艺术家与村民双向奔赴，是“最美邂逅”，
更是“相互成就”。艺术来源于人民，也要服
务于人民。艺术家在参与艺术乡建过程中，
与人民群众深入接触，寻找创作灵感，乡村为
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一个更好更大的舞台，艺
术家为村民带来“美育”的世界，两者是一场
同频共振的“最美邂逅”。高雅艺术赋能乡村
建设，激活乡村的经济与文化；乡村的“诗意
田园”也反哺着艺术家的创作，为他们提供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源泉，这
是“相互成就”的过程。如古堰画乡，艺术家
通过画笔激发着乡村的资源价值，乡村美景
也滋养着来此创作的艺术家，由此诞生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与丽水巴比松画派。

让艺术家与村民双向奔赴
夏金地

赏田园风光、品民俗文化、
寻乡音乡情……新时代的艺术
乡村，既成为人们憧憬的“桃花
源”，也是许多“新农人”逐梦、
筑梦的奋斗之地。在艺术乡建
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上，要通过“造好纸”“研好
墨”“落好笔”，让“小山村”变成

“大画布”，绘就“山乡蝶变”的
美丽新图景。

造好“艺术纸”，优化提升
一批“新场景”。艺术乡建的根
本目的是造就乡村时代之美，
因此要注重乡村环境的美化提
升，不断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艺术的

“高颜值”持续转化为产业的
“高价值”。一方面要遵循自然
原则，延续当地文脉，力求修旧
如旧，保留乡村的“古味”“俗
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
乡村保留古风文韵，增添古朴
沧桑之感。另一方面要在“审
美韵味”“文化品位”上做文章、
谋亮点、出特色，形成“一地一
策”“一村一品”，彰显每个乡村
的独特之处。要通过美化乡村
环境、修缮废弃老屋、引入公共
艺术，在避免同质化的同时营
造低成本的“美学微空间”，提
升艺术产业发展的“美学附加
值”。

研好“人才墨”，培育聚合
一批“新头雁”。在艺术乡村发
展进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市
场经济和日益多元的市场需
求，传统农民在思想观念、经营
理念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盲目
性和滞后性。要针对艺术乡建
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积极开展
提升新时代农民文化素养行
动，让艺术气息深入农村、深入
农民中，满足农民个性化的需
求和社会需求。要广泛开展农
民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艺术

宣传教育活动，精准提高不同
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以文化
服务辐射带动农民致富、产业
增收。此外，要加强与艺术类
院校、画院、美术馆的校地共
建、研学交流，通过多主体参与
艺术乡村实施共建，促进人才
培育与农村发展互惠互利新格
局的形成。要着力打造艺术人
才招引、孵化基地，通过强化政
策支撑、做好服务工作，为青年
艺术人才提供更加优良的创业
服务环境，形成人才引领产业、
产业集聚人才、产才融合发展
的良好格局，实现艺术赋能乡
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落好“产业笔”，创新发展
一批“新业态”。用艺术文化赋
能乡村产业，不能囿于局部的
传统资源活化，要与教育、旅
游、康养、互联网等多个行业交
融共生，撬动各领域资源融合
与联动，实现乡村产品“标识
化”完善、乡村产业“链条化”布
局、乡村业态“多元化”发展。
要紧紧立足我市山地旅游特有
的自然旖旎风光、乡间风情民
俗、特色农林特产等资源，在推
进文化礼堂、乡村戏台、非遗传
习场所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
同时，将艺术设计融入乡村生
产生活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领
域。以大量充满本土气息、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和活
动，充实和活跃乡村文化空间，
增强乡村自身文化造血功能，
推动乡村由“外援式”建设向

“内生式”发展转变。要在特色
住宿餐饮、农事体验、文创购物
上齐发力。通过打造地域 IP、
创建民宿聚落、引入新兴业态，
共同推动“文+艺+旅+商”产业
化发展模式持续壮大，以别具
特色的艺术实践实现乡村之
美、乡土之韵。

绘就艺术乡建美丽新图景
梁哲昊

景宁东弄网络作家村景宁东弄网络作家村

遂昌县黄泥岭音乐村遂昌县黄泥岭音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