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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强制使用，防止过度留痕，
防止滥用排名，防止多头填报……近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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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坚
持规划统筹、集约高效、便民减
负、安全可靠原则，强化建设、使
用和安全管理，让广大干部有更多
时间精力抓落实，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开发政务App、组建政务工作
群的初心是什么？就是要简化办事
流程、方便办事群众、提升工作效
率。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政务
App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推行云上政务体现政
府部门积极适应媒介生态、创新传播手段的努力，
也彰显着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
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
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一些地
方、一些部门慢慢就忘记了开发使用政务App、组
建政务工作群的初心，把数字技术应用当作贴金的
政绩工程，把在政务App留痕当作拿捏基层干部的
考核工具，过多开发App、过滥使用新媒体，让云
上政务工作“走了样”，苦了基层、累了群众、浪
费了资源，滋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

工作应用软件多，手机累，人更累。应急一个
App、环保一个 App、人社一个 App、民政一个
App，每个部门都有App，基层干部一个人最多要
下载几十个。很多部门不光对工作软件下载量有要
求，还对活跃度进行考核，会根据指标进行排名，
给基层不少压力。

微信工作群、钉钉群多，让基层干部“困在指
尖”。有的部门群填报表、群里指示、群里回复、
群里安排、群里落实，“从群里来、到群里去”代
替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证明自己
在岗、工作，工作人员就要拍照、打卡、发朋友
圈、截图上报，“上个厕所还在填表”。

政务新媒体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形”，更要
注重“实”，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
不能做表面文章。基层干部苦“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久矣，“指尖歪风”到了非刹不可的地步了。

刹“指尖歪风”，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大力
弘扬真抓实干作风，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把
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既
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又要多到群众中调研，少一
些“群里吼”，多一些“实地走”，不要“绑在屏幕
上”，而要“忙在点子上”，防止官僚主义催生形式
主义。

刹“指尖歪风”，制度建设是治本之策。健全
完善各类政务App准入、监管、评价、退出机制，
推进微信工作群制度建设，实行“谁建群谁管理”
的“群主责任制”，杜绝重建轻管、随意创建、随
意发布等问题。对“僵尸群”“一事多群”“僵尸
App”“多头开发App”等现象即时整治，对内容不
更新、功能不实用、互动回应差等问题持续纠治。

刹“指尖歪风”，还要举起问责利剑。要把整
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作为纠治“四风”的重要
一环，运用明察暗访、群众举报、大数据监督等加
强监督检查，对以微信群、政务App考核代替对实
际工作评价等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严肃处理并通报曝
光，坚决遏制“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切实为各级
干部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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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如何正确认识和准确理解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着我们以何种眼
光看待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在今年 6 月 2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
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精准提炼和系
统总结。这一重大论断科学概括了中华文
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对于我们坚
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生
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
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
观”。可以说，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天
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共同塑造出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而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
特性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韵。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源浚者
流长，根深者叶茂。世界上曾经辉煌一时
的其他文明体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
灭，唯有中华文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迭遭忧患而经久不绝、生生不息，历尽沧
桑而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是世界上唯一
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世界文
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
强大底气，坚定着我们走自己的路的定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
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

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
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
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
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不仅准确指出了中
华文明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体从未中断的
独有的连续性，也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面
向未来、绵延不断的蓬勃生命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革故鼎
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
质。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在继承创新
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在
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
明体屹立于世。面对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
题，中华民族总是敢于面对新挑战、勇于
接受新事物，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
古”的改革精神，不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
生命力。突出的创新性让中华民族形成了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锤
炼出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
品格，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困境中披荆斩
棘，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苦难走向辉煌、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统一始
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国土不可分、国家
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
信念始终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情结。秦
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
同衡，行同伦”。西汉时期，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认为“大一统
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可以
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成
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

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
史。古往今来，中华儿女就具有浓厚的家
国情怀，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民族
的命运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华民
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
明从远古走来，历经五千多年，以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豪迈气概，通过外部民族
融合和内部创新发展，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独领风骚的特
点。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上，生
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彼此交往交流交融，在经济上相
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在文化上兼
收并蓄，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
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总是自信而又大
度地同域外民族开展日常交往和文化交
流，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
分，创造出一系列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
力的文明成果。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
族爱好和平，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
称霸的基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
之”，讲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历史上
一直与周边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帝
尧说“协和万邦”，孔子讲“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中国曾长期是周边国家倾慕、

向往和学习的对象。和平、和睦、和谐是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中
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
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刻在骨子里的和
平基因，使得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
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并非沉湎于过往辉煌的自我陶醉，而是从
当下中国现实出发的理性回溯，旨在用深
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
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
形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新征
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更
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
信、推进文化自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
精神，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商丘市委党校）

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张香梅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3年中央
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扎实推进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打下坚实基础。新时代新征程，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推
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正当其时，
意义深远。

坚持党的领导，做好顶层设
计，强化政策支持保障。要结合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健全党领
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
系、工作机制，切实提高新时代党
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要遵循党的农村工作政策方针，要
重视各项政策协调和具体工作的
协同，处理好政策、财政、金融、规
划等之间的关系。要与时俱进长
远规划，将乡村建设中的人居环境
提升与数字农业乡村规划相结合，
将地区发展规划与区域重大战略
相结合，与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
发展相结合，实现空间布局、经济
布局、功能布局的优化和提升。要
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
件”的目标，立足农村实际情况和
特色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提升，不断
完善水、电、气、网、道路、公共交
通、数字乡村等基础设施的配备，
不断完善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
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公
共服务的覆盖率和供给质量，推进
农民生活现代化。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积极动员
社会多元参与。人才是第一资源，
要充分挖掘和培养本地人才。要
以人民为中心，关切农民的利益和

需求；也要依靠农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动员农民广
泛参与和支持。同时，积极吸纳社会人才和社会资源
加入，要加强对外地人才的本地化培训，要在保障村集
体和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让多元主体和社会资源真正
参与到和美乡村建设的设计、建设与管理维护全过程。

坚持立足实际，抓好重难点，打好基本盘。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必
然要立足人口规模实际，立足中国国情，确保粮食安
全，抓好抓牢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方面，要解决好农业、
产业、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打牢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物质基础。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严守
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挖掘本地特色优
势，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打造本地特色品牌，同时也增
加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减缓农村劳动力流
失；加强城乡统筹规划，促进城乡在教育、医疗卫生、养
老等领域的常态化良性交流，要建立全覆盖、全民普惠
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满足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
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保障好农民的现代生活。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要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优秀家风、乡风，
发扬村规民约的影响力，树立文明乡风，推进移风易
俗，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当前，基层治理体系在不断完善，
相关平台也在逐步搭建，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要坚持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要用好网格化管理经验，提高精细化服务标
准、加强信息化支撑，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促进乡村社
会和谐，提高农民幸福感，让农民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商丘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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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基层”是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
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工作制
度，是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的有机统一，是党密切联系
群众的实践创造。“四下基层”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对
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科学回答
了新时代如何增进与人民群众感情、做好联系服务群众工
作、解决好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等问题，彰显出“上顶云
端”“下接地气”的鲜明特点。

政策宣传下基层：把“照本宣科”转化为“乡音俚语”

“到群众中去”，让党的方针政策为群众所掌握、化为群
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宣
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既要面上推动、广泛持续，更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解把握基层群众的政策需求和接受特
点，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有效解开群
众思想上的“扣子”，推动党的方针政策落地生根，切实打
通基层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群
众所想、站稳群众立场、讲好群众语言，“和群众同坐一条
板凳”，将“照本宣科”变为“乡音俚语”，把“天线”信号
转化为“好声音”“好画面”，在田间地头的聊家常中把“生
涩”的文字生动化、朴实化，在“一条板凳”的近距离交流
中，把书面政策通俗化、简单化，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增强
与党的血肉联系，让党的方针政策“润物无声”，让人民群
众忠心拥护、自觉践行党的正确主张。同时，要抓住正在开
展的第二批主题教育的契机，打造现场教学点、开展沉浸式
学习，坚持开门搞教育、开设主题公开课、专题党课，用“村头

板凳会”“围炉茶话会”“特色戏剧评书”“特色相声小品”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调查研究下基层：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是推动各项工作的重要法宝。听民声方能解民忧、访民
意方能办实事、察民情方能促发展。基层是推动发展的主战
场、保障民生的主阵地，遇到的矛盾问题会更多、更具体。
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
识，带头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
和单位去，一竿子插到“底”，努力获取那些在办公室难以
听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用行动消除距离，用
脚步丈量民情，打开群众的“话匣子”，吸纳基层的“金点
子”，使调研获得真正的“真材实料”，获得基层群众最大的
支持，把“调而知”与“研而用”贯穿起来，从群众最急难
愁盼的问题入手，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为科学决策提供
重要依据，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果清单”，切实把民
生服务这篇大文章做好。

信访接待下基层：把“急难愁盼”转化为“民生福祉”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下
大力气解决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
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直接了解民情、体察民意、化解矛
盾的窗口，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政策、一
个措施、一件工作到底行不行、实不实、好不好，关键看是
否为群众解决问题、是否奔着“急难愁盼”去。想从源头做
好信访工作，就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把心贴

近群众，赢得群众最好的“口碑”。
民生无小事。新的赶考路上，广大党员干部应当主动到

问题一线、纠纷前沿感受真实氛围，“抽丝剥茧”了解来龙
去脉，增强挖掘问题、分析问题、化解问题的能力本领。要
时刻保持勤勉谦卑的姿态，侧耳倾听群众心声，让诉求声、
批评声、建议声，声声入耳，让“急难愁盼”成为“摆在桌
上”的热议话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办法沉到一
线，力求做到凡事有交代、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切实
让老百姓在暖人心、接地气的体验中感受“民生福祉”。

现场办公下基层：把“文件批示”转化为“马上就办”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密切党
群关系的治本之策，也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现场办公下
基层”，就是要集中“会诊”、特事特办、急事急办、“马上
就办”，就是要变“会场端坐”为“直奔基层”，就是要变

“听风是雨”为“眼见为实”，就是要化被动“接招”为主动
“破题”，就是要把窗口前移，到群众聚集的地方、到生产的
现场、到工厂一线找问题，在一线破难题，在一线抓落实。
坚持从“会场”到“现场”，让难点堵点在一线打通，坚持
问题导向，让痛点盲点在一线解决，坚持结果导向，让悬而
未决在一线兑现。练就躬身为民的“铁脚板”，甘做为民服
务的“孺子牛”，现场办公听意见，立足岗位作贡献，永远
把民生作为最大政绩。以实招硬招紧盯发展所需、改革所
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现场指导、现场协调、现
场解决，搭建领导干部与群众百姓的“连心桥”，切实为基
层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

（作者单位：中共商丘市委党校）

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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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截至今年11月底，全国共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约6.6万个。其
中，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惠及882万户居民。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