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人才，一切归零”，一家企业
要发展，关键在于能否留住人才，而能
不能留住人才，一定程度上要看企业
是否有高效、活力的人才管理体系。
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说：“人才
不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对人才进行
有效管理的能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说到人才管理，就不得不提其中
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人才评价
体系。尤其对技能人才来说，不少人
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上受到唯学历、
唯论文、唯资历等限制，造成“英雄无
用武之地”不说，更挫伤了一部分人才
的干事热情，让人才“置之则愈匮”。
从这个角度看，举正人才评价的“指挥
棒”，方能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
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人才、谁的技
能更高一筹，到底该由谁来进行有效
评价？过去，技能人才评价需经政府
部门考评，企业没有发言权，这样一
来，一些矛盾随之显现：比如企业想要
重用的技工骨干，因达不到一定的评
定标准只能作罢，人才供需“脱节”，
这让企业很苦恼；再比如，涉及到新
行业、新领域的人才评定，外行很难
看清楚门道，缺乏专业组织评审，也难
以服众。

说到底，人才行不行，企业最清
楚。重视人才、留住人才，就要用市场
的眼光识人用人，让用人主体说了
算。近年来，随着人才工作“放管服”
改革不断深入，技能人才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制度也更加科学化、合理
化，不少地方建立起“问企识才”机制，
让人才界定由企业和市场说了算。比
如自治区人社厅便充分发挥企业技能
人才自主评价“指挥棒”作用，突出企
业主体作用。目前，全区已有 29家企
业完成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备案工作，
涉及智能铸造、能源供应、现代化工和
新型材料等多个行业，覆盖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轨道交通、清洁能源等多条
产业链。切实向用人主体放权，这样
的改革思路无疑进一步校准了技能人
才的评价“标尺”，畅通了各类人才成
长成才的通道，真正做到了为企业技
能人才松绑，激发了更多创新型企业
的创造活力。

有什么样的人才评价导向，就会产
生什么样的人才队伍；有什么样的人才
队伍，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可以说，做
好人才评价是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
的核心内容，也是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的关键。当下，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产
业发展“向上向新”，各地对人才的渴望
和需求也愈加强烈。做好人才工作，不
仅要完善用人制度的“度量衡”，更要着
眼长远、考虑全面，将“爱才”之心体现
在人才成长的方方面面，充分尊重人才

发展意愿、尊重市场客观规律，让每一
条政策、每一个举措都精准滴灌到人
才最渴望处。如此，才能让人才真真
切切感受到身份认同感和获得感，激
发人才内生动力，为企业发展、城市建
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谁更技高一筹，企业自己说了算
沈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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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百日攻坚战，看的
是态度、要的是行动、比的是
成效。

N 第三只眼

漫画 李雪

“少挂点牌，多干点事——把社
区干部从疲于应付中摘出来，才能
腾出时间和精力更好地服务群众。”
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北关社区
党委书记柴青丽说。2023年以来，
银川市着力清理基层组织“滥挂牌”
行为，北关社区共摘除 25块形式主
义牌子，把社区干部从一些无谓的
事务中解脱出来，心无旁骛地投入
本职工作。

社区挂牌，本是为了给群众提
供便利，让人们知晓办什么事进什
么门，也是督促社区盯任务、担责
任、抓落实。但近年来，挂牌之风愈
刮愈烈，以致“墙都不够用”，不但弄
得群众一头雾水，基层干部更是苦
不堪言。整天忙得团团转，却得不

到群众认可，反被指责“作秀”。牌
子泛滥，根子上还是形式主义在作
祟。一些牌子五花八门，可只是为
了应付检查考核，彰显职责全面；一
些牌子挂了之后却无人问津，形同虚
设；还有一些牌子沦为徒有其表的“留
痕工程”，白白虚耗了基层干部干实事
的时间和精力。

牌子不能想挂就挂，更不是越
多越好。铲除“墙上”的形式主义，
先从摘掉牌子开始。基层减负，减
掉的是负担，增加的是动能。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干论英雄，切
实破除捆住基层干部手脚的形式主
义“枷锁”，才能激发基层干部干事
创业的热情，为基层治理添活力、提
效率。

牌子减下去 效能提上来
孙莉华

日前，吴忠市同心县公布一组数据，
近年来，该县不计代价投入教育事业，想
方设法挤出 1000多亩地用于发展教
育，光土地就让利十多亿元；5年累计投
入23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65所……

读到这条信息，除了温暖和欣
慰，还有震撼与深思！众所周知，同
心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
2023年财政收入 4亿多元。一个财
力并不宽裕的县，选择放弃短期见
效、名利双收的土地出让、商业开发
项目，将“寸土寸金”的 1000多亩土
地和数倍的年财政收入投入并不

“显眼”的教育事业，究竟为了什
么？他们说：“一切利益为教育让
路”“让校园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

地方”。透过这些，我们读到了造福
人民的政绩观，也体悟到了令人肃
然起敬的教育良心和公心。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十多年前在
某地采访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时，一位干部的话，“这两年经费很
紧张，明年应该能完成”。如今再
看，所谓的“经费很紧张”等说法只
不过是遮盖其错误政绩观、忽略民
生之重的托词和幌子，只是他们不
愿意干，没有努力去做的借口。教
育是百年大计，也是良心事业，同心
县“想方设法发展教育”应该成为共
识，倘若各地都能心怀公心良心、尽
力尽心干民生工作，即便会有缺憾
和不足，相信群众也会理解。

“想方设法”应成共同行动
虎 权

干净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庭
院，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厂房……如
今，走进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路
家营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一幅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徐徐铺展。

从昔日的“落后村”到如今人人
羡慕的“幸福村”，是什么力量让路家
营村在 6年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细究之后就会发现，这背后离不
开村干部的引领带动。俗话说，“村
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
关键看头羊。”村党支部书记官虽不
大，却肩负着“带好一支队伍，振兴一
个乡村”的重要责任。6年前，致富带
头人徐波临危受命，担任路家营村党
支部书记，凭着一股闯劲、干劲和韧

劲，一路破难题、兴产业，想方设法让
村集体增收入。正是这种能团结、敢
拼搏，真抓实干、播撒希望的做法，让
他得到了群众拥护，带领全村变后进
为先进，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图景。

时间见证变化，路家营村的发展
之变启示我们：无论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还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都离不开“领头雁”的担当作为。只
有大力培养一批能带富、善治理的村
级组织带头人，将致富能手、种养大
户和返乡人才等纳入村级后备干部
储备，为其打造谋事有舞台、干事有
机会、成事有空间的良好环境，方能
释放“头雁效应”，蓄积振兴力量，让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发挥“头雁效应”蓄积振兴力量
赵 慧

天时人事日相催。弹指一挥间，全
年时间只剩3个多月。下个月，我们又将
迎来新中国75周年华诞。在这样的关键
时刻，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干
事作风投入工作，对于如期完成经济社
会发展全年目标任务来说，十分重要。

正因如此，自治区党委、政府启动奋
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百日攻坚战”，要
求全区上下要对照年度目标找缺口、补
短板、强弱项，齐心协力抓企业、抓项目、
抓难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聚焦“六盯
六干”狠抓落实，切实做到紧盯目标带头
干、紧盯目标加快干、紧盯目标提前干、
紧盯目标攻坚干、紧盯目标协同干、紧盯
目标统筹干，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向党中央和全区人民

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既是作战，就要全力以赴、冲锋在

前。攻坚更意味着向最难处进发、向最
关键处挺进，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这种
时候，能否做到心中有数，直接关乎攻坚
效果。

所谓心中有数，就是既要看到，今年
上半年以来，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奋斗，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平稳态势；
又要看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在持续
加大，我区各项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完
成全年预期目标仍需加快步伐、全力跟
进。稍有犹豫、等待、拖沓，就会贻误战
机、陷入被动。只有紧盯目标任务、直面
风险挑战，坚定必胜信心、抓住问题不
放，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接着一步走，
才能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的殷切嘱托
转化为稳经济、保增长的不竭动力，也才
能把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八次全会作出的
部署变成抓落实、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全
力推动各项发展目标如期完成。

百日攻坚，认识要清。木桶理论告

诉我们，补足最短那块板，才能装满整桶
水。干工作也是一样，知道问题在哪、清
楚短板何在，明白本单位、本部门的弱项
有哪些，才不会满足于“小富即安、小进
则满”，躺在既有成绩单上睡大觉；才不
会“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放低标准与要
求地无为、躺平；才能盯着问题改、瞄准
短板补，着力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问
题、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等，在攻坚
克难、攻城拔寨中，踏平坎坷成大道。

百日攻坚，干事要精。精是精细，也
是精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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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务
实管用的工作方法，要求我们工作中凡
事做到精准到位、精准发力，既要把工作
做细做实做到位，在精准施策、精准推
进、精准落地、精准治理上下功夫；也要
发扬绣花精神，拿出绣花功夫，不管大事
小事都要精细分析、研判、调度、统筹，努
力做到最好、努力做到完美。这在当下

的紧要时刻，尤为关键。
百日攻坚，谋事要实。“大人不华，君

子务实”。从古至今，谋事“实不实”都被
视为人品高下的评判标准，也是鉴定一
个党员干部从政能力的重要依据。谋
实，才会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自
觉主动在全国大局中找位次、争进位，立
足自身对照目标找差距、抓落实，既盯增
速看排名，更看绝对值和缺口；才能抓住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扑下身子沉下
去，拿出定力抓落实，力争让每一项工作
都能善始善终、每一项目标任务都能善
作善成。

“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打好百日
攻坚战，看的是态度、要的是行动、比的
是成效。从现在开始跑起来、干起来，
向着既定目标冲刺，哪怕困难再多也一
定会被踩在脚下！

打好攻坚战，向着全年发展目标奋进！
严霜剑

走进新生儿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培训目标
图。仔细查看，这些目标并不是模糊不清的口号，而是具体到
每周培训的详细步骤和指导。这是邱银萍在建立人才培养体
系的同时，设定的短期和长期规划的具体实施步骤。

这些年，邱银萍致力于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高新生儿救
治成功率，不断通过组织培训提升团队专业素质，推动科室成
为宁夏新生儿复苏培训基地、宁夏围产及新生儿医学示范培训
试验基地、国家级新生儿保健特色专科单位、国家级围产新生
儿专科医师培训基地、新生儿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为宁夏新生
儿专科输送了大批优秀中青年人才。

“在培训内容设置上，设立了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以
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邱银萍介绍，初级
班主要教授新生儿复苏的基础操作技能，如心肺复苏等，通过
讲解和示范，让学员掌握每一项操作的具体步骤；中级班强化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抢救效率，要求至少 4人一组，包括产科医
生、产科助产士、新生儿科医生和新生儿科护士，通过模拟演
练，训练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和沟通能力；高级班则面向具有
一定基础的医护人员，教授呼吸机的使用和管理，以及其他高
级生命支持技术，通过实际操作和案例分析，提高医护人员对
复杂情况的处理能力。

“培训是长期且持续进行的，每月都会举办 2—3期不同级
别的培训班。”在邱银萍看来，培训不仅仅是技能传授，更是临
床思维的训练。通过培训，医护人员能够更好地识别问题、制
定预案，并在实际操作中提高效率和效果。

通过 5年的培训和努力，宁夏新生儿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和
人文关怀得到了显著提升，宁夏新生儿死亡率数据也发生了令
人欣慰的变化：从 2017年的 4.35‰下降到 2022年的 1.68‰。
这不仅是医疗进步的象征，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的体现。

邱银萍（右一）检查患儿康复情况。

护理人员密切注视着监护仪的变化。

不抛弃一个生命 不放弃一线希望
——记“第十三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贡献奖个人奖项获得者邱银萍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安小霞 韩胜利 文/图

近日，第十三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宁夏医
科大学总医院新生儿科邱银萍教授荣获“第十三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贡献奖个人奖项，是宁夏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医务工作者。

在获奖的荣耀时刻，邱银萍手捧奖杯，谦逊地表示这份荣誉是整个
团队的功劳，而不是她个人的成就。

9月 1日 10时许，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监护仪发出的嘀嗒声此
起彼伏，病房里有70名早产儿正在接受治疗。

“小家伙喝奶的时间到了。”听见孩子的
哭声，新生儿科主任邱银萍走过去看了看时
间，自顾自地说。待做好手部消毒，她温柔地
抚摸着保温箱中啼哭的婴儿，用平和而充满
爱意的声音说，“乖宝宝，不着急，马上就开
饭。”她转过头对记者说：“亲密的接触和安抚
的声音对宝宝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邱银萍，这位年近花甲的资深儿科专家，
全部职业生涯几乎都在与新生儿的啼哭和微
笑为伴。她的声音柔和甜美，脸上的皱纹并不
多，仿佛岁月并未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这
可能是因为我总是和这些小生命在一起，每天
看着这些新生命，心情始终保持愉悦。”邱银萍
打趣道。

1988年，邱银萍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儿科
医学系毕业后，在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宁夏
医科大学总医院前身）工作 3年。1991年，她
进入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接

受为期6个月的学习。
“那时在医院工作，面对新生儿疾病时常

感到力不从心。由于医院当时没有设立专门
的新生儿科，这让我意识到，为了更好地治疗
和护理新生儿，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科室，因
此，萌生了成立新生儿科的想法。”邱银萍回
忆，那时新生儿的死亡率和放弃率相对较高，
不忍幼小生命就此消亡，她坚定了设立新生儿
科的决心。

2005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历经两年筹
备设立新生儿科。邱银萍凭借多年积累的新
生儿科知识储备，成为重要负责人之一，担负
起迅速组建团队、激活病区的重任。

“以前，很多人觉得早产儿养不活。自从
设立了新生儿科，这些小生命一个个被救了回
来，家长们的希望也被重新点燃，更愿意把婴
儿送到这里来，希望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治疗。
这个变化，就像是新生儿科给了家长们信心，
让他们相信，即使是早产儿，也有活下去的希
望。”回顾往昔，总有一些瞬间定格在邱银萍的
记忆深处。

新生儿科成立之初，面对没有专业呼吸支
持设备的情况，邱银萍发挥创造力和动手能
力，用一些日常可见的材料，比如塑料管、鼻
塞、简单的机械部件等，动手制作出一套简易
有效的呼吸辅助装置。

“新生儿，特别是早产儿，经常会呼吸困
难。当时呼吸机很少，救治工作异常艰难。”
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邱银萍钻研呼吸
机的基本原理，找来医用输液瓶，在瓶塞上插
入两根滴定管，将连接氧气通过鼻塞和软管
接到一根滴定管并且管尖没入水中，用于模
拟呼吸末压，即呼吸机中用于维持肺泡开放
的压力；另一根滴定管对外排气，随时调整滴
定管没入水中的刻度和输液瓶的设置，以适
应患儿的呼吸需求。“使用这种简易呼吸装置
时，医护人员需要密切监测新生儿的呼吸情
况。面对呼吸弱的患儿，24小时轮班守在孩
子身边，用人工气囊通气以缓解没有呼吸机
的困难，这期间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眨。”回忆

起当时的救治情景，护士李永静感慨万千，
“邱主任发明的这种简易呼吸支持装置虽然
无法与现代的呼吸机相比，但在那个时期，却
成功救治了许多新生儿的生命，为早产儿提
供了宝贵的呼吸支持。”

类似的发明不止一项。在治疗新生儿缺
血缺氧性脑病时，为了降低脑部受损、减缓大
脑代谢，邱银萍和团队使用自制亚低温设备。

“我们将冰袋放置在头罩周围，通过控制冰袋
的更换频率和位置，维持头罩内的温度在
25℃—28℃，保持头部乳突温度在 35℃，以实
现亚低温治疗。”邱银萍说。

面对溶血需要换血治疗的新生儿，邱银萍
自学相关技术，并使用由头皮针改造的导管
进行脐静脉插管，成功完成第一例换血治
疗。这种方法需要将新生儿体内的血液替换
1.5倍到 2倍，以清除不兼容的血型抗体成分。

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邱银萍发挥
聪明才智，全力以赴救助每一个小生命。

■ 必须要有新生儿科

■ 自制辅助救助工具

■ 提升新生儿医疗服务水平

邱银萍（左一）给护士们强调护理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