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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如何说好
“普通话”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修课”。“话须通俗
方传远，语必关情始动人”，说好“普通话”，群众才
能跟你说心里话，才能和人民群众话语相投、思
想相通。只有会说、多说、善说“普通话”，才
能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的问
题，真正走入人民群众眼中心中。

切忌“打官腔”，要多说接地气的话。民语有
云，“话不投机半句多”“良言一句暖三春”。有的
年轻干部喜欢耍官威、“打官腔”，开会套话官话一
大堆，结果没有一句实际内容；有的年轻干部，群
众咨询政策，多问几句就不耐烦，甩脸子。年轻干
部要切不可飘飘然脱离群众，要广交百姓友、多听
百姓言，说大众化、口语化的“群众语言”。面对群
众，甘当小学生，站在群众角度沟通思考改进工
作。深思百姓难，多想一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多说
一说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因循守旧、死板教条。搭
建和群众平等交流的平台，以朴实的语言讲群众
常讲的话、愿意听的话、听得懂的话，在摸爬滚打
中感知群众的冷暖，在民声诉求中展现责任担当。

切忌“放空炮”，要多说实在的话。有的年轻
干部不讲原则，喜欢胡乱许愿；有的好大喜功，说
话不贴合实际。年轻干部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政
府的形象，要自律自重自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做到举止文明、言谈得体，要分清说话对象、
环境、场合。对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何种方
式说把握不准的时候，多向领导和前辈请教，切不
可想当然，大概是。含糊其辞，摇摆不定。年轻干
部出言务必谨慎，丁是丁卯是卯，切忌乱开玩笑、
信口开河。重要场合讲话，要层次分明，不能葫芦
炒茄子“一锅煮”。解答群众疑惑，叙述要精练概
括，避免车轱辘话反复说，啰嗦个没完。拒绝的
话，要坚决果断，不能拖泥带水，让人感觉还留有
余地。把握好语调、语速、语气的分寸，庄重得体，
通过良好的语言交流获得听众的认可和好感。

切忌“说胡话”，要多说专业的话。有的年轻
干部为了追求高大上，喜欢讲话中夹杂外语，弄得
不中不洋。有的年轻干部为了彰显不同，喜欢想
当然的应景造句，弄得词不达意。当今网络时代，

“一语问责”的事例不胜枚举，轻则尴尬出丑，重则
断送前程，影响组织形象。“讲话”是年轻干部必备
工作能力之一，要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向群众宣传
好、把上级工作要求对下传达好、把工作所思所获
总结好。而会“讲话”也是一门艺术。故而，年轻
干部要讲“真”话。对业务知识学深、弄通、悟透，
掌握好讲的范围、尺度、深浅，让群众听清、弄懂、
明白。要讲“实”话。掌握好“实”情，针对百姓的
诉求予以明确解答，讲到点子上，讲进百姓心里去。要讲“情”话。践行党“以人为
本”“人民至上”理念的要求，言谈上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跟群众说有情感温度的话，
成为其“贴心人”，让自己的话语“正气”充盈，“掷地有声”。

（作者单位：大兴安岭地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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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落实产业
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
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
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
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
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古人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
于淮北则为枳”。诚然，正是农业
生产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产品具
有鲜明的地域性，在特定的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下生产的农产品具
有独特的品质。而看似普通的“土
特产”，一头连着脱贫增收、乡村振
兴，一头连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做大做强地方经济品牌、
大力发展品牌经济，做好“土特产”
文章，是推进地方企业迈向产业链
中高端，掌握产业话语权、提升竞
争力的必然选择，是提高地方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的保障，进而实现加快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土”
字，充分挖掘“新格调”。何谓“土
特产”，简单而言是指来源于特定
区域、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农特产品
或加工产品，主要包括特色种植、
特色养殖、特色食品、特色手工等
产品。毋庸置疑的是，近年来，随
着农业品牌数量快速增长，品牌效
益显著提升，但多而不精、大而不
强仍是发展瓶颈。这就需要因地
制宜，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加快建
设富有特色、规模适中、带动力强
的特色产业集聚区，推动产业融合
发展，助力特色产业从“小而散”向

“大而强”转变，掘得源头活水。
做好“土特产”文章，找准“特”

色，不断凸显“新品味”。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品牌赋能可以更好
促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优化市场
供给，提升农产品价值。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升级，广大消费者
更加看品牌、重质量、求个性，适应
消费需求转型、实现更高水平的供
需平衡。再者，通过“特”字赋予农
特产品更多的文化底蕴、发展和沿
革的见证，找到激发其自身品牌的
新动力，把品牌的况味和气息不断
孕育生长，定能增强社会和群众的
认同度，为“三农”经济的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把农产品金字招牌擦得
更亮。

做好“土特产”文章，延长“链”
接，获取有效“新亮点”。正如这样
一句话说得好，文化，只有长出智
慧的时候，才具有无穷的魅力和营
养，才能让民众在文化的深沉和氛
围中回味无穷，流连忘返。从田间
地头到百姓餐桌，从“小生产”走向

“大市场”，产品生产是基础，市场
流通是枢纽。需要以市场为导向，
紧跟消费需求变化，充分挖掘具有
地方历史、地理和文化特色的品牌
价值，引领推动农产品由规模化生

产向优质、专用、特色生产经营转
变，形成独特的市场优势和竞争
力，让“土特产”更好服务城乡、致
富农民。

“三农”的高质量发展，让乡村
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做好“土
特产”文章，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
延长价值链，增强品牌影响力。相
信通过这样的创新发展思维既助
力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思
维，为农特产品找到发展需要这把

“金钥匙”，促进消费提质扩容，不
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做好“土特产”文章 开启乡村振兴新引擎
鱼予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
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十条
历史经验提出，《决议》强调指出：

“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
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
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历史征程，
在各个历史阶段上始终把坚持统
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工作的重点任
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21 年 7 月，我们党成立后，
先后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在残
酷的斗争中，我们党意识到在帝国
主义、反动统治强大的情况下，仅
仅自己孤军奋战，难以战胜敌人，
必须广泛联合各阶层，组成一个反
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中国革命
才能取得胜利。1924 年 1 月，国
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
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的正式建立。在此之后两党合作
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期间培
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进行了北伐
战争；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兴起；中
共党员队伍迅速扩大， 1927 年 4
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数
量已经接近 6 万名。 193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
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

阶级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
的革命政权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
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
盾，随之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也
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将抗日反蒋方针
转变为“逼蒋抗日”的方针。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的
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基础上率先形成了西北
地区的统一战线，并最终导致了西
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
由内战到和平、由工农民主统一战
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
1937 年 7 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 22日，国
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
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文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
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
个主要的法宝。”在解放战争时
期，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我们党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在
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放手发
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
量，领导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
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
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同胞和

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
建立，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
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 《论
人民民主专政》 中对三大法宝的
内容和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概
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
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
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
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
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
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
利。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我们党继续走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道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
线新的组织形式。1956年 4月，毛
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正式提
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
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
统一战线重新得到落实，明确了新
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党的
十二大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同
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
针，更加密切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
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
商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

步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
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
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
外同胞关系和谐，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这
是统一战线法宝思想首次写入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
临的国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
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颁布了
我们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部党
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
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
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并把发展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纳入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本方略。爱国统一战线也被赋
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其范围扩大为
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

当前我们党正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新的征程上，我
们党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求同
存异、聚同化异，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人心、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
力量。

（作者单位：大兴安岭地委党校）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
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亓玉花

公务员平时考核是为了加强
对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管理，提高行
政效能，科学地评价其工作过程，
为年度考核奠定基础。做好公务
员平时考核工作要坚持以打造忠
诚担当尽责守纪的公务员队伍为
出发点，通过全面考核德、能、
勤、绩、廉，重点考核政治素质
和工作实绩，切实发挥好考核“指
挥棒”作用，激励公务员干事创业、
担当作为。

突出“指标精准”，完善考核体
系。科学设置“共性+个性+动态”
考核指标。采取“素质”与“实绩”、

“定量”与“定性”、“考人”与“考事”
相结合的方式，分类设置“共性”和

“个性”指标。“个性”指标中设置日
常工作、重点工作、创新工作、服务
质效等考核子项，由公务员所在机

关根据个人岗位情况确定指标内
容并及时进行更新，给予公务员所
在机关充分自由地发挥空间。设
置“定性＋定量”精准化测评方式，
结合自身实际，根据不同类别、层
级和职位公务员特点，量化考核内
容，“量身定做”岗位职责清单，形
成“一单位一方案”“一人一表”的
精细化考核体系。设置“个人＋股
室＋领导”多元化评价体系。公务
员个人每月对工作进行计划、小
结、自评等次。股室相关人员根据
公务员每季度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进行评鉴，分管领导提出考核结果
等次建议。

突出“程序规范”，推进考核实
施。严格责任划分。坚持党管干
部原则不动摇，对各单位平时考核
工作要做好业务指导、综合管理和

监督检查。公务员所在机关负责
平时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党委
（党组）承担平时考核工作主体责
任，严肃考核纪律。每季度结束
前，对各单位考核结果进行备案，
并对非领导公务员的平时考核手
册“日记录”“月纪实”“季考核”运
行情况进行检查。针对基层非领
导成员公务员占比较小的情况，指
导各单位将平时考核工作与其他
同事、其他业务考核相结合，防止
多头、重复考核。注重对公务员工
作完成数量、质量、成效和业务能
力的考核，不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
好坏，防止搞形式、走过场，改变

“平时不算账、年终凭印象”的现
象，切实减轻公务员负担，提升平
时考核工作质量。

突出“导向明确”，放大激励效

应。发挥“正向＋反向”实效化作
用。对平时考核结果等次为“好”、
一贯表现优秀、干群评价高的公务
员，以适当方式及时予以表扬，在
选拔任用、职务职级晋升、教育培
训、评先选优等方面优先考虑；对

“一般”等次的公务员及时谈话提
醒；对“较差”等次的公务员及时批
评教育，必要时进行诫勉，并积极
帮助引导其查找分析原因，制定整
改措施，力促改进提高。加强结果
反馈。及时向公务员本人反馈考
核结果，有针对性地加强激励约
束、培养教育，既肯定工作成绩、
又指出存在问题，有效破解平时
考核“一阵风”、考核过后“抛脑后”
的问题，切实发挥平时考核基础性
作用。
（作者单位：加格达奇区委组织部）

平时考核工作要立足“三个突出”
武宏洋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陕西延安，瞻仰
延安革命纪念地。在重要讲话中，“这个队
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
姓的这一面”“只见公仆不见官”，总书记三
句亲切又深刻的话语，生动诠释了我们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深切
表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

从 58名党员的“300多个政治团体之
一”，成长为拥有 96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
最大的政党”，“人民”二字在中国共产党的
奋斗历程中有千钧之重。人民公仆的自我
定义与历史定位，传承于“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来自于“人类
解放”的共产主义信念，彰显于“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根本性质，是一个
百年大党永远奋斗、永远年轻的秘密所在。

中国历史上，做人民公仆还是当官老
爷一直是聚焦理想和信仰、初心与使命的
思想斗争和价值博弈。孙中山曾在《建国
方略》中说过：“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
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之所以有此主张，
在于孙中山对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危
害有切肤认知。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口
头上自称公仆，行动上却高高在上、颐指气
使，表面上大公无私，背地里却公器私用、
以权谋私；有的“与老板为伍”“与享乐为
伴”“与金钱结亲”，热衷进“圈子”、当“家
臣”，与群众渐行渐远；有的喜欢官气重、官
味浓、官架大，模糊了第一身份、淡忘了根
本宗旨。这些与人民公仆角色和追求格格
不入的现象，至今仍须审视自警。

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刘少
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
告》，提出永葆公仆本色的基本方法，首要
的就是坚持人民立场和群众观点，必须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
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永葆公仆本色，贵在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胸怀“位卑未泯
济民志，权重不移公仆心”的为民之责，“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富民之志，“衙斋卧听

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恤民之忧，“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公之心，
悉心感受人民的心跳和脉搏，从灵魂深处
破除“官本位”思想，从思想源头上解决
好“对谁负责、为谁服务、让谁满意”的
根本问题。

“公仆”是具体而生动的，它外之于举
止，见之于言行，不仅是一种称谓，更是一
种责任和要求。从井冈山上“有盐同咸，无
盐同淡”，到脱贫攻坚“不落一户，不少一
人”，再到抗击疫情“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到“不带私心搞革
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最美奋斗者”谷文
昌，再到“把脑袋和脚都放在群众那儿”的

“最美公务员”张春山……一代代共产党人
传承公仆情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
种责任，是把人民需要作为第一选择。矢
志在基层一线、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复
杂地区、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壮筋骨、长才
干。这种责任，是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的每项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公仆心赢
得万人心。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公仆之所
以为公，在于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要自觉
摆正“公仆”与“主人”的位置，理顺干部与
群众的关系，砥砺新时代“兴国之光”，坚持
秉公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切实做到立业不忘为民之本、为政不移公
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坚决同特权思
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清清白白为官、干干
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始终保持人民公
仆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民是党执政
兴国的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国之大者”。
新时代赶考路上，务必永葆公仆本色，立公
心、去私心、守初心，发扬“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
神，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
王厚明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