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精耕细作”成了热词：自
治区领导基层调研多次提及，自治区党
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突出强调，全区广大
党员干部学习热议……为何“精耕细作”
会被反复强调？

“精耕细作”原意描述的是在一定面
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劳动
和技术，通过认真细致的土地耕作，以最
大限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生产方
式。毛泽东同志在 1957年《做革命的促
进派》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靠精耕细
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这就
告诉我们，做事认真、专注细致、持续深
耕，就能达到提升产能、提高效率、改善
效果的目的。

“致广大而尽精微”“要强化精准思
维，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
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
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精准”“精细”的意义，并将其
运用到脱贫、人文合作、干部成长、对外
开放、企业发展等多个领域，这些都清晰
揭示出一条重要的成事之道——无论做
什么事情、干什么工作，都要精细、精准、
精深。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打开宁夏的
新时代发展“档案”，“精耕细作”力透纸
背。因为精准发力，我们打赢了脱贫攻
坚战；因为精打细算，“六权”改革渐渐改
出了成效；因为精益求精，吴忠仪表等企
业成了“单打冠军”，枸杞等诸多产业越
做越强……事实证明，倡导精耕细作，追
求精准、做到精细、实现精深，既是干事
创业的基础和保障，更是干事创业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
都离不开精耕细作、精准发力、精益求
精。唯有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到极致，才

能在平凡中创造非凡，在普通中铸就
伟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前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拿宁夏来
说，无论是加快建设先行区，还是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或
是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带领全区群众实
现共同富裕……都面临诸多老问题和新
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将精准思维贯穿始
终，“把准脉”抓住症结，“开准方”对症下
药，才能攻坚克难实现新发展。由此再
来看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深刻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工作的实践要
求，突出强调“要切实做到精耕细作”，就
能深切体悟到，这是总书记立足宁夏土
地资源有限、环境容量趋紧、总量规模较
小及干部作风不扎实等实际，对我们靶
向提出的重要要求，是我区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一剂良方。

殷殷嘱托在胸，时代使命在肩，摆
在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面前的只有一条
道——拿“精”说话、用“细”答卷：以科学

精神和务实态度，因地制宜、因情施策，
把“精耕细作”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各方面，体现到一切工作全过程各环
节。不断强化问题导向，算大账、算细
账，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定实对策，精打
细算、精益求精、精准发力，坚决克服大
水漫灌、大而化之，坚决摒弃只求过得
去、不求过得硬，坚决抵制把说了当做
了、把做了当做好了，坚决杜绝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作风，全面推动发展层次、
治理水平、工作效能提档升级。

历史的宏图，总是绘就于平凡的细
节。只要我们深刻领悟总书记对宁夏工
作的实践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
断提高精耕细作的自觉和能力、砥砺精
益求精的作风和担当，我们就一定能创
造更多实绩和奇迹，把所想所盼一步步
变为现实。

切实做到精耕细作
——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八次全会系列谈之五

虎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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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精耕细作，追求精
准、做到精细、实现精深，既是
干事创业的基础和保障，更是
干事创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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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漫画 李雪李雪

火热的盛夏，独具地方特色的
乡村音乐节、村民自编自导的“村
晚”、质朴粗犷的秦腔戏等文化热
浪，一浪高过一浪，搅热了广袤的乡
村大地，助推我区乡村文化振兴形
成燎原之势。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塑形铸魂，最是文化能致
远。文化的可贵之处，往往就在于
潜移默化。相比面对面的思想说
教，文化艺术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
一种价值观传递给老百姓。尤其是
当我们立足乡土，深挖文化资源，采
用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文艺表现方
式时，不仅能把文化的“种子”送到
农民身边，更能种到他们心里。丰富
的文化生活令人感慨，大家的精气神

越来越足，对美好生活有了更新的期
待，内心也会升腾起为了过上好日子
而努力奋斗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激发
起振兴家乡的斗志与潜能。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乡村文
化振兴形成燎原之势。一方面，说
明近年来我区农村文化活动内容丰
富，文化基础设施逐步健全，乡村文
化发展势头正旺；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农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强烈需求
与深切渴望。这需要我们不断梳理
挖掘乡村文化宝藏，凝练其精神特
质与文化内核，打造出更多具有乡
土特色的优秀产品，以满足他们的
精神需求。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聚
力、以文兴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塑形铸魂，最是文化能致远
孙莉华

近日，第一届黄河流域职业技
能大赛在山东省东营市圆满闭幕。
经过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宁夏代
表团选派的参赛选手8人荣获铜奖、
2人获优胜奖。与参加的其他全国
性大赛相比，此次宁夏代表团整体
参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健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制度，构建高技能人才工
作体系，组织开展“金蓝领”示范培
训……近年来，我区全面实施“技能
宁夏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落实落
地，成为此次比赛宁夏能够取得好
成绩的有力保障，更为我区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人才支撑。当下，
我区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

段，传统产业的脱胎换骨、新兴产业
的异军突起，都需要大量高技能人
才。只有激励更多年轻人扎根工作
一线，磨砺精湛技术与技能，争做高
技能人才，让更多高技能人才脱颖
而出，才能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任何领域人才的成长进阶之路
都离不开激励，培养高技能人才更
是如此。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技能人
才的发展环境，不断健全技能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拓宽技
能人才职业发展空间，让技能人才
看到技能成才的“奔头”，激励更多
高技能人才破圈出彩。

让更多高技能人才破圈出彩
尉迟天琪

“需要什么学什么，缺少什么补
什么……”近年来，围绕乡村振兴、
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内容，石嘴山
市不断强化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
训，目前已实现 36个乡镇（街道）党
校全覆盖，累计有 1.8万余名各领域
党员参学参训，让乡镇党员在家门
口实现了“补钙壮骨”。

党校，担负着为党育才、为党献
策的重要使命，是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的主渠道、主阵地。相比而言，基层
党员干部却鲜少有机会进入党校学
习，但从现实需求来看，对于身处乡
村振兴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的基
层党员干部而言，要想干好相关工
作，光有工作热情和干事愿景远远不

够，还必须熟知并掌握党的创新理
论、前沿政策以及服务群众的科学方
法。这也意味着，基层党员亟需通过
系统科学的教育培训，提升干事创业
本领，更好地服务群众。就此而言，
推动实现乡镇党校全覆盖，不仅为基
层党员提供了进党校学习的机会，也
带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有利于提高
基层党员干部能力素质。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新
形势下，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党校所
独有的重大意义，不仅要将基层党校
建好，更要发挥好其“补钙壮骨”、培根
铸魂的重要作用，不断打造出政治过
硬、能力过硬的基层党员干部队伍。

建好更要用好
宫炜炜

“报告校长，除了老师本人，学校一
切正常！”这句流行网络的热梗，初读让
人忍俊不禁，再读却笑不出来，因为它
实实在在道出了不少一线教师的无奈
与心酸。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书
育人是教师本职所在，这无可厚非。然
而，随着社会治理的范围不断泛化，学校
似乎变成了一个什么都往里装的“杂货
筐”，大量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事务纷
至沓来，从App答题、公众号运营，到收
集数据、填写表格，甚至连催打疫苗、催
缴社保的任务都会落到一线教师身上，
真可谓“上头千条线，老师一根针”。

学校和教师正被非教学事务“绑
架”，备受压力与煎熬。然而另一边，家
长们也忙得不可开交，又是协助学校完
成各种任务，又是帮孩子检查、批改作
业……这也难怪有人调侃：“教师做了
行政的工作，家长做了教师的工作。”让
教育回归本质，让教师回到本位，已经
不单是某一方的呐喊，而是全社会的共
同心声。

今年1月起，吴忠市对54项进校园
社会事务进行全面梳理规范，拟定《吴
忠市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清单》，叫
停取消中小学课程中已涉及的社会事

务 51项。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全国多
地教育部门也发文明确——无学生在
校，不得安排教师值班。这些有力举措
和行动，无疑向我们力证了各地守护

“教育净土”、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决心和
诚意，值得点赞。

我们乐于看到，为教师减负能够取

得好成效。但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是校
外事务乱入，还是校内事务杂多，归根
到底，都是形式主义作祟，从根本上解
决教师减负问题，关键要剪去形式主义
的“叶子”。就像个别学校，为了证明自
己落实了减负意见，连夜要教师填补关
于减负的许多材料，以形式主义应付形

式主义，这样一来，岂不是换汤不换药、
治标不治本，“减了个寂寞”。

今年 4月，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秘书组印发通知，集中整治与教育教学
无关活动，本质上就是整治校园形式主
义。前几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也强调要进一步理顺基层权责，切实
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
解脱出来。教育是一项务实求真的事
业，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敷衍，各地促进减
负落实，也应当着力纠治形式主义问题，
出更多真招实招，切实把负担减下去。

就此而言，首先，要继续深化教育
“放管服”改革，厘清职能部门和学校的
权责关系，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让
学校和教师从“无限”责任中解脱出来，
专注于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其次，针
对“越减越负”的形式主义问题，既要突
出当下改，也注重长久立，完善监督机
制、畅通投诉渠道，引导各部门乃至全
社会共同支持教学回归本质，营造教育
教学良好环境。如此，才能防止形式主
义向学校蔓延，为基层一线教育工作者
真减负、减真负。

纠治形式主义，让你我有获得感
沈 琪

手绘：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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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水曲柳：

守望岁月变迁 见证高山披绿
本报记者 剡文鑫 实习生 王 雷 文/图

水曲柳，为木犀科梣属（又称白蜡树
属）的落叶大乔木，也被称为大叶梣，是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木犀科的一个濒
危树种。

我是六盘山天然林中比较少见的树
种。我们雌雄异株，树干挺拔、枝叶浓密，
树叶如同羽毛一样对生，具有抗烟尘和观
赏价值，是很好的景观树和绿化树。我的
材质坚韧、纹理美观且硬度较高，是珍贵用
材树种。

水曲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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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记者一行踏上了寻找天然
水曲柳的旅程。六盘山自然保护区，藏
着一种珍贵的树种——水曲柳。它不仅
是一种木材，更是一部活生生的自然
史书。

固原市六盘山林业局秋千架林场，
17.6万亩的广袤土地上，水曲柳的踪迹却
隐匿于一条深沟之中。该林场办公室主
任王荣宝，驾驶着橘色护林车，带领大家
穿越河滩，最终在桦树沟与福银高速公路
的交会处停下。“车进不去，只能步行了，
小心晒太阳的蝮蛇。”他边说边取出防身
工具，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这种树种，虽然名字中有‘柳’，却并
非柳木。”行进中，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营林科工程师王利霞，向大家科

普水曲柳的知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徒步，我们终于在

桦树沟深处发现了水曲柳。“大家看，这就
是水曲柳，树叶颜色比周边其他树叶的颜
色深。”王荣宝指着丛林中一棵高大的树
说，六盘山是水曲柳在宁夏唯一的天然分
布区。

水曲柳的发现和认定过程颇为曲
折。早期，人们对这种树种知之甚少，直
到林业专家鉴定，才揭开了它的神秘面
纱。目前，桦树沟内只剩下2棵母树，其他
的均为次生树。“一共有 100多棵，母树直
径在30厘米左右。”王利霞介绍。

“水曲柳是阳性树种，喜湿润却怕水
渍。”王荣宝补充，在季节性排水不良的地
方，长势不佳甚至死亡，在干旱条件下生

长较差，最喜山下的缓坡及溪谷、河岸平
地。如今，次生林生长在难以抵达的烂泥
沟里，形成了天然保护屏障。

水曲柳是第三纪孑遗种，对于研究古
植物区系和冰川期气候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同时，它与胡桃楸、黄菠萝并称为中
国东北的“三大硬阔树种”，经济价值
极高。

“随着人们保护意识增强，盗伐现象
已消失。”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采取人工嫁接培
育和自然繁殖的措施，确保这一珍贵树种
得到有效保护。

如今，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水曲柳
静静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也见证了自然环
境的变化。

次生水曲柳。

早期发现的母树，目测直径在30厘米以上。

工作人员查看树木长势。 工作人员记录树木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