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塑过程中，产品外观有明
显的熔接线，我们改变加工工艺，
采用环形进料， 可以解决外形的
留痕。”春节假期，在宁波市宁海
双恒模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共享技师”联盟成员， “浙江
工匠”周国全对着修改好的图纸，
为企业负责人描述修改方案，并
现场对该模具结构进行了打磨、
造型修改等处理。（2月10日《浙江
工人日报》）

据报道，年前，双恒模塑公司
接到了一笔200多万元的订单，要
生产美容产品的透明盖， 但在生
产过程中遇到塑料件熔接线痕迹
明显的问题， 导致年后无法提交

合格的产品。 该公司缺少这方面
的技术人才， 企业负责人林校辉
十分焦急，他说：“情急之下，我只
能求助‘共享技师’联盟。”周国全
和其他几名技师仔细查看了产品
生产流程后， 便提出了改进生产
工艺的方案， 很快解决了这一生
产中关键技术难题。

一个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企
业在产品研发和生产过程中，难
免会遇到一些自身难以攻克的技
术瓶颈， 这时候就需要得到企业
外的相关专业技术能手来帮助。
宁波市 “共享技师” 联盟应运而
生， 无疑是一种企业间互帮互助
活动， 对整个社会而言更是一种

积极信号，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同
样可资借鉴。

企业发展遇到技术瓶颈，让
“共享技师”联盟成员来帮扶解决
难题， 既解决了帮扶企业的技术
瓶颈， 又能在该企业开展技术交

流和技能培训等服务， 同时也能
通过帮扶机制来激发技能人才的
创新活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组
建“共享技师”联盟，有利于更好
盘活技能人才资源， 让技能人才
的价值最大化。 □周家和

2月7日， 虎年春节后上班第
一天， 安徽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
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在合肥
召开。 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在会
上批评有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
“不作为、 不担当、 不进取、 不
务实、 不守信、 不知止”， 要求
“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改进作
风”。 此前， 安徽省委印发 《关
于进一步改进作风的若干举措》，

提出包括 “顶格服务企业” 在内
的多条举措， 着力解决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不作为、 慢作为和损害
营商环境等突出问题。 （2月9日
《工人日报》）

安徽 “新春第一会” 聚焦干
部作风建设 ， 这则新闻令人欣
喜， 也发人警醒。

干部作风从来不只是干部
自身素质的私事 ， 而是关乎党
政机关形象、 政府执政为民、 群
众满意与否的 “公事”， 也因此
才需要一再强调 “建设 ” 的大
事。

“作风问题具有长期性、 顽
固性、 复杂性， 目前积弊尚未根
除， 有些病灶依然存在。” 郑栅
洁强调， “有些问题就是顽瘴痼
疾， 虽然是少数， 影响的是群众
的切身利益和我们的发展环境。”

这样的分析切中肯綮， 也指出了
问题的严重性。

干部作风问题的长期性与顽
固性是相互作用的， 因顽固而致
长期， 因长期而愈顽固， 可见干
部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 并非
虚言； 干部作风问题的复杂性在
于， 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新情
况， 给干部作风带来了新问题，
需要分析研究， 对症下药； “积
弊尚未根除 ， 病灶依然存在 ”，
因此才形成顽瘴痼疾， 必须痛下
决心， “刮骨疗毒”。 之所以如
此 重 视 和 强 调 干 部 作 风 建 设
问题， 是因为少数干部身上存在
的 “六不” 行为， “影响的是群
众的切身利益和我们的发展环
境。” 损害群众切身利益， 群众
的不满不仅是某些干部， 更会指
向政府机关； 影响发展环境， 不

仅是某一件事情没有办好， 而可
能累积问题阻滞了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 只有这样认识干部作风建
设问题 ， 才能够引起足够的警
觉。

安徽省 《关于进一步改进作
风的若干举措》 聚焦政治责任、
担当尽责 、 人民立场 、 基层减
负、 清正廉洁、 抓实见效等6个
方面。 从分项看， 这些举措既是
上级要求的， 又是群众关心的，
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建设中的突出
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 譬如， 为
着力解决面对群众诉求冷、 硬、
横、 推和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
出问题， 《若干举措》 提出坚持
“一线工作法”， 要求领导干部不
定期到基层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遍访辖区内所有乡镇、 街道等。
这样做， 一方面为基层干部做表

率， 带动作风建设， 另一方面深
入实际了解民情民意， 有助于更
好执政为民。

关 于 “ 顶 格 服 务 企 业 ” ，
《若干举措》 明确， 涉及职责范
围内的服务企业事项， 必须马上
就办 、 办就办好 。 同时还要做
到， 服务企业 “好时不扰， 难时
援手”， 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 由此想到， 人民群众
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 “顶格服
务 ” 呢 ？ 尽管这样的要求比较
高， 但至少应该是政府工作的努
力方向。

干部作风建设要抓实见效，
对顶风违纪、 影响恶劣的干部给
予惩处是必要的手段 ， 只有让
“躺平式干部” 躺不住， 人民群
众才会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建
设国家。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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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徐剑锋：临近正月十五，各家
餐饮企业的元宵和汤圆纷纷成了
抢手货。 京城老字号峨嵋酒家结
合冰雪热推出了 “冰雪元宵”，五
颜六色的彩色元宵和汤圆受到市
民的青睐。 元宵节是中华民族暖
心又走心的传统节日， 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借着这个节日，不妨与
家人一起动手搓汤圆， 邀朋友制作
主题花灯，与邻里互猜灯谜，咀嚼
浓郁的年味， 感受文化的魅力。

干部作风建设要抓实
见效 ，对顶风违纪 、影响恶
劣的干部给予惩处是必要
的手段 ，只有让 “躺平式干
部 ”躺不住 ，人民群众才会
心情舒畅地投身工作，建设
国家。

□张刃

■今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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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元宵节
充满文化味

被催婚

实现高质量发展
技能人才是基石
沈峰： 日前， 重庆市人力社

保局召开 “一计划两规划” 动员
部署电视电话会 ， 就贯彻实施
《 “巴 渝工匠 2025” 行动计划 》
《重庆市技工教育 “十四五” 规
划》 《重庆市 “十四五” 职业技
能培训规划》 （一计划两规划）
进行动员部署。 职业技能是立身
之本、 就业之基， 更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基石。 随着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 技能人才在各个岗位
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许多技术
成果最终需要技能人才去实现。

过去半年多时间里， 在上
下班必经道路的一个公交站台
附近， 北京市民刘茹诗每天都
会看到一辆红色小轿车。 这辆
车的车身上布满了灰尘， 锈迹
斑驳。 这种长期停放在某个位
置， 车主难寻、 无人问津的车
辆 ， 有一个形象的称呼———
“僵尸车”。 记者近日随机走访
北京西城区、 朝阳区、 通州区
等地10多个街道路面及小区发
现 ， “僵尸车 ” 屡见不鲜 。
（2月10日 《法治日报》）

其实，“僵尸车” 的大量存
在并非北京市独有， 在全国其
他城市，“僵尸车” 也是屡见不
鲜。“僵尸车”的大量存在，不仅
侵占了公共资源， 加剧城市停
车难， 也会给城市治理带来诸
多安全隐患。 比如破旧车辆降
解物对环境造成影响， 或者影
响消防、救护车辆通行等。对于
城市的治理而言， 如何有效破
解“僵尸车”产生的治理困境，
显然已是一道必答题。

任何事出皆有因 。“僵尸
车”治理困境的源头，是法律不
健全、 不精准导致的依法治理
难。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尚未对
“僵尸车” 作出明确的界定。在
此种情形下，执法部门因“于法
无据”，难以追究“僵尸车”所有
权人或管理权人的法律责任，
由此导致对“僵尸车”的依法处
置在认定依据、 程序和主体等
方面形成法律障碍。

良法乃善治之前提。 面对
“僵尸车”长期难以破解的治理
困境，完善立法无疑最为关键。
对此， 相关职责部门要积极回
应，有所作为。既要从立法层面
解决“僵尸车”的认定问题，包
括认定依据、程序、主体（主管
单位）等；又要依法明确认定以
后的处理程序， 以及相关责任
主体不配合处理的民事、 治安
处罚等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车辆报废制度，依
法强化车主责任， 实现报废车
辆的“应废尽废”。只有形成环
环相扣的完善法律体系，“僵尸
车” 走出长期无解的治理困境
才能真正可期。 □张智全

社区助餐点解决老人吃饭难题

破解“僵尸车”治理困境
完善立法是关键

干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虎年春节刚过， 不少未婚青年都在春节期间被
催婚催恋。 有网友感慨 “每逢佳节被催婚”。 年轻
人会如何应对催婚催恋？ 日前，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2021名未婚青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 68.2%的受访未婚青年都经历过 “催
婚催恋”。 （2月10日 《中国青年报》） □王铎

2月9日， 雪后的南京天色有
些阴沉， 但在南京市鼓楼区江东
街道的腾飞园社区睦邻中心， 却
是一幅暖融融的热闹景象， 当天
是位于该中心的携才养老助餐点
春节后复工的日子， 不少老人早
早地就聚在了这里。 （2月10日
《扬子晚报》）

南京市鼓楼区为了解决居家
养老的老人吃饭难题， 积极推动
社区养老助餐点的建设， 得到了
老人以及老人子女们的高度肯定
和热烈欢迎。 有了社区助餐点，
首先是很好地解决了居家养老的

老年人群体的吃饭问题。 助餐点
的饭菜依据老年人的饮食特点来
专门制作， 具备清淡、 软烂、 营
养丰富的特点， 受到了老年人群
体的肯定与欢迎。其次，家里的老
人有了吃饭的地方， 也让子女没
有了后顾之忧。 比如在鼓楼区江
东街道的腾飞园社区， 有老人虽
然和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但
还是愿意去社区的助餐点吃饭，
原因就是女儿忙于工作， 有时候
没空回家，有时候回家时间太晚，
老人到社区助餐点吃饭， 反而比
在家里等女儿做饭还方便。

最后， 老人到社区助餐点吃
饭，不仅仅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助于排遣居家养老过程中精神
上的孤独和寂寞 。 有老人调侃
说， 在社区助餐点吃饭“一顿饭8
块钱， 6块钱是饭钱， 还有2块是交
流的费用 ， 哪里找这么好的地
方。” 这说明很多老人不仅把这
里当成了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方，
而且还把其当成了和其他老人进
行精神、情感交流和沟通的地方，
这对于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群体，
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苑广阔

“共享技师”联盟让技能人才价值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