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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时评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 心连心共享安居乐业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不少地方和
部门推出了“禁酒令”，严格约束公务接
待或活动中的饮酒行为。有人表达了
担心，不喝酒怎么交朋友、办事情？时
间给出了答案：禁令管住了吃吃喝喝，
也管出了神清气爽。接待从简，干部身
体更健康了，家庭更和睦了，工作的精
气神也更足了。新风正气带动全社会
干事创业活力，过去“端起酒杯好办
事”，如今“不请客也能办成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严明是党
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新时代全面
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证明，加强纪律建
设，不仅不会不利于发展，恰恰是事业
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样，对于党员、干
部而言，纪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也是干事创业的“通行证”。做到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
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才能真正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有种错误观点认为规规矩矩是条
条框框，影响自己自由施展。事实上，
遵守纪律规矩才是干事创业的最大底
气。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划出“红线”，标
出“禁区”，列出“负面清单”，正是为党
员干部更好地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打好
基础、指明方向。只有把遵规守纪刻印
于心，内化为心中守则，养成在受监督
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习惯，才能

“从心所欲不逾矩”，获得真正的自由。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

是价值所在。洁身自好有纪律要求，担
当作为同样有相关纪律要求。《条例》亮
出了鲜明的实干导向：针对一些干部满
足于做太平官，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
难题往上交等突出问题，专门增加对不
敢斗争、不愿担当，面对重大矛盾冲突、
危机困难临阵退缩行为的处分规定。
既要在风纪上“管住身心”，也要在事业

上“放开手脚”，如此才是
合格党员应有的模样。

纪律里有“紧箍咒”，
也有“护身符”。《条例》指
出：“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
失或者后果，但不是出于
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
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
的，不追究党纪责任。”将
基于不可抗力、不能预见、
紧急避险等原因而实施的
行为，同出于故意或者过
失而实施的过错行为区别
开来，有助于避免消极“避
责”、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等现象。精准落实“三个
区分开来”，体现的正是从
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
为的高度统一。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员、

干部守纪律、讲规矩，自觉百炼成钢、更
好担当，我们才能不断创造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纪律是“高压线”也是“通行证”
李 斌

《论语·泰伯》上说，大禹“菲饮食而
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
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意思是，大禹在位
期间，饮食粗略菲薄、衣着粗恶朴素、居
处低矮简陋，但他克勤克俭，在兴修水
利上尽心尽力。大禹这种为了百姓福

祉，薄待自身的行为深受万民爱戴。孔
子称赞说，“禹，吾无间然矣”，根本找不
到可以挑剔的地方。

“薄于自奉”，是指一个人及其家庭
日常生活用度俭朴约省。无论是为人
还是做官，“薄于自奉”既是对待生活的

一种态度，也是正确看待手中权力的一
种表现，是为官从政的一种美德。从

“妾不衣帛，马不食粟”的季文子，到“独
以俭素为美”的司马光，从“日惟以粗粝
蔬食自给”的于成龙，到“半饱居士”陈
廷敬……这些人大都拥有简素的心态，
不为欲望所牵引，守身不染、为政清廉，
为后世所称颂。真正的智者，明白最好
的生活状态是物质至简、精神至盈，也
总是能做到节制有度，通过自奉俭朴的

“穷养”来磨炼心智，保持清醒的头脑。
“薄于自奉”为了谁，检验着一个人

的境界、德行和修为。《晏子春秋》有句
话：“薄于身而厚于民”，意思是，自己甘
于淡泊而厚施恩赐于人。晏子对自己
的生活要求近乎苛刻，始终过着清贫的
生活，把省下来的钱财“泽覆三族，延及
交游，以振百姓”。周敦颐为官30余
年，爱“莲”，更爱“廉”，朴实度日，清而
有为，历年所得俸禄大部分都接济了贫
困亲友和百姓，黄庭坚称他“廉于取名
而锐于求志”“人品甚高”，世人则评价

其“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无论是晏
子，还是周敦颐，他们都将百姓的利益
放在首位，对自己的福祉淡泊处之。如
此“节俭力行”，“薄于自奉”为厚民，树
立了清廉榜样，也为后人留下了思考和
启示。

“薄于自奉”为厚民，是一种“兼济
天下”的情怀。爱国华侨陈嘉庚自奉甚
俭，却为抗战捐款筹款达15亿元。被
誉为“中国百校之父”的田家炳，一双鞋
穿了10年，袜子补了又补，可他却捐助
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
善事义举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无数孩子
的命运因他而改变。这些人自奉节俭、
待人丰厚，彰显的是不计个人得失、兼
济天下的大情怀。

清代学者戴远山写过一副对联：
“诗堪入画方称妙，官到能贫乃是清。”
广大党员干部应深刻认识涵养俭朴之
风的现实意义，恪守为民宗旨，厚植人
民情怀，带头谨身节用、俭朴生活，节用
以惠民，实干以解难。

现代化建设进程必然伴随着城乡
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深刻调整。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注重以城市群、
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透露出的正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数
量和质量提升还有较大空间”的信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在
这一进程中，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
了深刻变化，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
中，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为承载发
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今天的国际
竞争，也更多地表现为城市群、都市圈
之间的竞争。我们必须以经济、文化、
人才、科技等要素的集聚为支撑，推动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深化，不
断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的竞争力。

但也要看到，城镇化进程中，还存

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城
镇体系结构并不完全合理，特大城市、
大城市数量明显不足，中小城市发展质
量有待提升；各类资源过度集聚，大城
市“吃不了”与中小城市“吃不饱”“吃不
着”并存；城市群、都市圈内一些城市产
业定位相近，导致核心联动不够、区域
发展相对分化。加之我国地域广阔，自
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
差异大，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区域格局也
呈现明显落差。

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
思路，进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的内需潜
力，亟需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高水
平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形成疏密
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
间格局，共同打造优良的生产、生活和
生态环境，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

水平。
实践中，要在产业协同上，促进城

市间优势互补、合理分工；交通联结上，
重点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统一
市场建设上，促进资源要素高效自由流
动；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上，重点建设有
机连通的生态网络；民生改善上，推动
公共服务互利共惠，深化政务服务联通
互认。这都需要在尊重各城市发展条
件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大城
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中小城市
的资源聚集能力、特色发展能力，推动
功能和空间有机融合，通过共拉长板、
共享优势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高水平
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对各地来说
都是发展的机遇。能否把握机遇，有赖
于改革的推进、机制的完善。合理确定

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推动城市群、都
市圈内的中心城市更好地辐射带动周
边中小城市协调联动发展；打通大中小
城市以及城乡人员、资金、技术、土地、
信息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通道，建立健全
高效的公共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在人口
迁移、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供给、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领
域，增强规划之间目标、任务的协调一
致性，注重项目以及改革配套政策的协
同……都可以成为加快构建大中小城
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切入点与着力点。

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
同发展，加快培育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构建功能完善的新一轮城镇化空间格
局，正展现光明前景，必将为中国式现
代化注入澎湃动能。

图片来源：学习强国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
读书。”读书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
滋养浩然之气。但读书也有门道，若能得其法，
方不致“入宝山而空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挤’和‘钻’的
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
养。”“挤”和“钻”，就是读书的重要方法。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到一社区调
研，座谈会上的讲话令社区干部顾荣根深感钦
佩。“习近平总书记工作那么忙，还能有时间学
习？”当得知习近平同志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调
研途中，无论是夜宿农家还是出访期间，一有空
就会捧起书本，翻阅材料，顾荣根大受触动。他
拿出之前争当技术骨干的那股子钻劲学理论，
两个多月后习近平同志再次来社区召开座谈会
时，顾荣根第一个发言谈体会。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一些人感叹“没有
时间读书”，一些人习惯于浅阅读、碎片化阅读，
对大部头、经典著作等望而却步。我国古人把
读书称为“攻书”，蕴含的正是“钻深研透”的方
法。毛泽东同志曾生动比喻：“忙可以‘挤’，这
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
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非把这东西搞
通不止”。读书需要付出辛劳，不能心浮气躁、
浅尝辄止，利用好点滴时间，拿出“攻书到底”的
劲头，坚持不懈、悉心钻研，读懂弄通吃透，才能
让书本知识真正为我所有。

善读书，要把握“薄”与“厚”的关系。1985年冬天，时任厦门市副
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结识了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的张宏樑。一见
面，便同他讨论起《资本论》课程的相关内容，分享自己的研读体会：

“要反复读，用心读，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的读厚’。”
把书“读厚”，就是要涉猎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各种知识，由点到

面，向广处延展；把书“读薄”，就是要不断过滤、不断凝练，领悟要义
精华，实现去粗取精。由“薄”而“厚”，再由“厚”而“薄”，如此循环往
复，就能不断增加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就像树根一样，既向地心深
扎，也向四周土壤蔓延，这棵树才能蓬勃生长、枝繁叶茂。

善读书，还要做到“知”与“行”的统一。冯其庸先生在读《史记》
时，对项羽乌江自刎的情节存疑，于是他几次去安徽定远、乌江实地
考察，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读《三藏法师传》时，对玄奘归国
的路径存疑，于是他76岁再登高原，成功找到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
处。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与实践的结合，一方面是证
之于实践，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得到知识“干货”，实现去伪存
真；另一方面是用之于实践，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能力，在实践中有所
创造，达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的目的。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而每一天都是读书时。选择适合自己
的读书方法，不畏难、不怕苦，日积月累地坚持，必会积少成多、积沙
成塔，实现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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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年人健康观念提升，适老化改造应进一步关注老年
人的健身需求。适老化改造不是一次百米冲刺，而是一次万里
长征，只有不断围绕老年人的新需求新期盼进行调整建设，才
能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健康权益。

如今，老年人健身已不再满足于跳广场舞等单一模式，专项
专业的体育锻炼逐渐普及。退休老人知识文化水平更优，身体
状况更强等新变化新特点，拓展了老年群体更多元的体育需
求。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健身……老年人的健身需求、活动
方式日益多样。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舒适、有品质的健身
环境设备，成为未来趋势。

然而，社会对健身领域的适老化建设仍存顾虑。部分老人
因家附近健身场馆和体育场馆“门槛”较多，更高的运动需求难
以得到满足。同时，有部分体育场馆并未配备适老化器材及设
施，无针对老年群体的相关规定，虽然配有专业救生员及基本
的急救设施，但并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急救或安全措施。要
知道，尊老、助老、爱老、适老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不仅在于
对老年人基本生活的照料，也需要更大限度满足老年人优质生
活的需求。相关的设施改造并不困难，费用也并不高，只要形
成适老化的意识并及时付诸行动，定能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适老化改造需更科学系统的布局和设计。适老化改造并非
简单地把字体放大，或提供专用的设备，而是需要科学系统的
调研，要对地区特点、群体需求、群体特点、周边环境、设施服务
细节等进行研究。比如，可选择在老年人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
建设专门的专业化健身场馆，结合老年人自身特点设计专用健
身器材，相应调整场馆内的安全分区及保险机制；又如，对部分
活动空间较小，不具备场馆建设和改造条件的社区，可考虑改
造现有设施，并根据不同年龄层次活动时间特点等进行功能分
区和时间分区，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再如，有条件的地区
可设立老年人运动康复服务，根据中老年群体特点提供专业课
程，助力老年人运动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的方式转变。
健康的锻炼习惯有利于老年人的健康，全社会应当加大宣传力
度，引导老年人科学合理健身活动，做到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的基础上量力而行，运动强度循序渐进，确保健身发挥正向效
果。

适老化改造的推广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文明进步的体
现。唯有树立起适老化改造的观念并付诸行动，才能营造全社
会尊老、助老、爱老、适老的环境。

薄于自奉为厚民
李 燕

图片来源：清风陕汽

构建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
金观平

图片来源:先锋隆昌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读
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自来便是人生要
事。倡导读书，并非出自功利和实用，
而是因为契合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让世
俗生活包含精神意涵，让柴米油盐充满
艺术灵性，让短暂生命接续千载共鸣，
诠释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恢宏气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家国情怀。

进入现代社会，读书进一步挣脱了
“入仕从政”的局限，获得更广泛的意
义。然而，从政却依然离不开读书，人
心万象、压力危险、诱惑考验……哪一
项不需要笃定的内心、充盈的头脑。读
书，绝不是装点门面或避世自赏，而是
为眼界的开阔、境界的提升、心境的守
护、路径的光明。有了读书的加持，明
白了宇宙世间物换星移、荣华富贵过眼
云烟、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道理，为官
从政更可心无旁骛，以“心不动于微利
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的觉悟，淡泊
名利、清净傲岸，保持气节操守，回归简
单质朴的生活本质，在造福民生福祉中

求得心安，
反倒不必汲
汲以求仕途
显达，被不
确定的因素
干扰心志。

知 与
行，读与耕，
本就是一体
两面，融会
贯通于人生
的 修 行 过
程。从政与
读书，如双
轮两翼，交
相辉映、彼
此成就。真
正的读书人
不鄙薄实务，真正的实干家也不鄙薄读
书。经邦济世、社稷苍生、家国一体的
文化情怀，包含在读书人的阅读经历和
内在气质中。孔子任过司寇，当过财
务，还干过管理牲畜的“乘田”，无不做
得井井有条；通达幽默文采飞扬如苏

轼 、郑 板 桥
者，也有修筑
堤坝、赈灾济
民、教化乡里
乃至城防缉
盗方面的政
治业绩。《世
说 新 语》记
载，王濛、刘
惔和支道林
一同去探望
骠骑将军何
充，何充正在
翻阅公文，没
有 理 会 他
们。王濛对
何充说：“我
们今天特意

来看望你，希望你能放下日常事务，和
我们一起谈论精妙的玄学。你为什么
还一直低着头处理日常事务呢？”何充
回答道：“我要是不处理好这些本职工
作，你们哪还有生存的机会？”哪怕在魏
晋崇尚清谈务虚的氛围里，也有读书人

匡正风气，务实戒虚。为学与为官、读
书与从政、治学与治世、晴耕与雨读、困
知与勉行、穷独与达兼，不是截然两端，
而是超越了物我界限的畅通为一、大道
至简。

现代政治强调统筹协调、上传下
达，需具备良好口才、敏捷反应、丰富阅
历和通达情商，这些素质书中有，但不
够，需要借助“纸外功夫”进行修炼。世
间万物是最好的阅读素材，它们不会静
态地等待你的观察，而是需要你参与其
间、融入其中，才能成就一场过程性的
阅读。故真正的读书人，绝不满足于让
自己成为“两脚书橱”，更不屑成为他人
思想的跑马场、试验田。最好的方式，
是把外在之书与内在生命打通，保持无
待和有待状态的平衡，随时准备接受尘
世事业的考验，在书中去参悟尘世事业
的体会。

读无字书，读有字书，无时无刻不
读书，万物万象无不可读。当生命这本
大书在你面前徐徐展开，那种满足感、
愉悦感胜过千言万语、卷帙浩繁。

万物万象无不可读
淼 森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评论

为老年人打造更友好健身环境
伏 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