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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近日发文要求持续解
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
义问题，强调决不做

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这一要求十分
犀利，直指形式主义的重要祸根，为务求实效扫除
障碍。

每件工作都会涉及评价问题，这个评价来自“两
头”，一头是上级部门的实效测评，一头是人民群众的
口碑评价。归根结蒂的评价标准，是人民群众满意不满
意。如果群众不满意，不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主义。

有的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了让领导“脸上好
看”，本地企业拉到外地签订商业合同“充数”，或者把
已经签订的项目甚至开工的项目在招商会上装模作样
再签一遍，“做大”招商数字；还有的地方在推行工作时
不顾群众意愿，强行推进，本以为做到了领导“心坎
上”，最终并无人买这个账。

自以为替领导“着想”，把领导满意和群众满意撕
裂开来，问题不仅在于装腔作势、有名无实，还会形成
一种无形的“胁迫”，把更多的同志裹挟进去，导致形式
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大，让正常工作变味走样，最终伤及
党的肌体、损害群众利益。

一些人在实际工作中，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
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看上去不漂
亮的事不做。究其原因，还是权力观错位，宗旨意识
淡薄。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
风险挑战超乎寻常，今年也注定是工作异常繁重的一
年，尤其需要真抓实干，绝不容形式主义添乱。各级党
政机关一方面要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
好工作“方向盘”；另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敢于把责任扛在肩上，多做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
众需求的事情。对浮夸行为要敢于亮剑，将形式主义顽
疾斩草除根。（记者姜伟超）新华社兰州 4 月 15 日电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4 月
16 日出版的第 8 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团结
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
器》。

文章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
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国际社
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
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携手赢得
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
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
加美好的明天！

文章指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
分种族。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独
善其身。全人类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战
而胜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
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
来新的考验。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
生危机的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唯有
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
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

文章指出，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
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
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
等信息，毫无保留同世卫组织和国
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积极开
展抗疫国际合作，携手应对共同威
胁和挑战，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维护世界各
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文章指出，患难见真情，中方赞
赏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宝贵理解和
支持。在中方最困难的时候，国际社
会许多成员给予中方真诚帮助和支
持，我们会始终铭记并珍视这份友

谊。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投桃报李
的民族，中方始终在力所能及范围
内为国际社会抗疫提供支持，共同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文章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
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重大传染性疾
病是全人类的敌人，需要各国携手
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
胜疫情的强大合力。中方愿同世界
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
护好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全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
防联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
挥作用；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
文章指出，中国及时采取果断

有力措施，为抗击疫情付出了巨大
牺牲。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中展现
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
中国展现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
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国际社会普遍
认为，中国在全面有力防控疫情的
同时，积极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
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迅速分
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制成
功快速检测试剂盒，不仅是在对中
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
也是在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
贡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

新华社评论员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
《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
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
知》，聚焦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
作，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为进
一步破除形式主义束缚、让干
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提
供了行动指南。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
人民事业的大敌，必须大力整治
并坚决克服。党中央确定 2019
年为“基层减负年”，着力解决困
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取得了
明显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不
敢担当、不愿负责，敷衍应付、作
风飘浮，执行政策层层加码、“一
刀切”等问题仍然存在，耗费了
基层干部大量精力，阻碍了各项
工作扎实推进。今年脱贫攻坚要
全面收官，小康社会要全面建
成，还要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面
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深入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
为基层降压减负、让基层干部轻
装上阵。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首先
要从认识上找根源，在思想上强
根基。无论是只表态不落实、不
担当不作为，还是敷衍塞责、弄
虚作假，种种“病症”背后，是政
绩观扭曲和理想信念缺失。思想
上松一尺，行动上就会退一丈。
要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牢固树立正
确政绩观，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
统一起来。

破除形式主义积弊，要聚
焦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
症下药、精准发力。要从“关键
少数”抓起改起，防止多头重复
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执行政
策“一刀切”等机械做法。要着
力提高文件、会议质量，不发不
切实际、内容空洞的文件，不开
应景造势、不解决问题的会议，
防止用形式主义做法解决形式
主义问题。要进一步改进督查检查考核方式方法，从重
过程向重结果转变，从以明查为主向明查暗访相结合转
变，既发现问题又帮助解决问题。要发扬求真务实作风，
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功夫，力戒搞形式、
走过场，着力提高调查研究实效，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把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桎梏、“套
路”中解脱出来，关键在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
风正气，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环境。要加大
正向激励力度，持续抓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有关具体
措施落实；要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树立正确
用人导向，把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选出来、用
起来；要切实关心关爱干部，把各项待遇保障制度落到
实处，让基层干部有更多获得感。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
加油鼓劲、保驾护航，必将有力激发锐意进取、奋发有
为的精气神，凝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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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

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新华社武汉 4 月 15 日电（记者齐
中熙、林晖、梁建强、侯文坤）“我宣布，
武汉雷神山医院休舱！”15 日 10 时
许，雷神山医院运行保障指挥部指挥
长梁鸣在休舱仪式现场大声宣告。

一天前，这里最后 4 名 ICU 患者
完成转院。

2 个多月来，雷神山医院累计收
治患者 2011 人，其中重症患者千余
人，康复出院 1900 余人。

随着雷神山等最后一批重症救治
应急医院休舱，武汉目前已转入正常
医疗救治阶段，表明武汉保卫战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效。

这是同病魔的抗争——
在疫情阻击战的关键阶段，将重

症救治放在医疗救治工作首位。从 2
月中旬最高峰时的近 1 万例，到 4 月
14 日下降到 57 例，武汉新冠肺炎疫
情中重症患者转归为治愈的超过
89%。

这是对生命的敬畏——
不放弃每一个生命。上至 108 岁

的耄耋老人，下至出生仅 30 个小时的
婴儿，总体治愈率达到 94%，其中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 70%。

生命至上，这是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的庄严承诺

就在雷神山医院休舱的同时，一
支承担重症救治的“王牌之师”——北
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约 180 人
离汉返程，这也是最后一批撤离武汉
的国家医疗队。

从最高峰时近万例在院重症患
者，到如今降至两位数，武汉重症病例
划出一条令人欣慰的下行曲线，这也
是中国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生命至上”
的生动写照。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高度重视重症救治工作。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

重症救治是抗疫斗争必须啃下的
“硬骨头”，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必须攻下的堡垒。

1 月 27 日，中央指导组进驻武
汉。此时的武汉，疫情四处蔓延，重症
患者救治面临着严峻挑战。

也是这一天，在武汉市肺科医院，
一名中年女子推着 84 岁的母亲罗婆

婆赶来。这位老人高烧不退，血氧仅有
50%，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
病，救治难度极大。

罗婆婆的情况，正是新冠肺炎重
症患者救治难的典型缩影。

——重症比例高。武汉作为首先
发现疫情的地区，早期一代病例数多、
病毒毒力强，导致重症病例多、病亡率
高；约 20% 左右的患者肺部及全身病
变进行性加重。

——多器官受累。新冠病毒不仅
侵害肺部，还侵害人体多个重要器官。
有的患者出现类似“炎症风暴”的免疫
反应极大损伤正常组织。

——病情进展隐匿。很多患者往
往在能够行动、自主进食、语言清楚的
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已处于较低水平，
在出现明显症状和体征时已经发展成
危重型病例。

——多伴有基础疾病。感染病毒
后，机体发生应激反应，各器官脏器功
能进一步恶化。

更让人揪心的是，疫情初期，武汉
出现瞬时医疗资源挤兑，日发热门诊
接诊量最多超过 1 . 4 万人次，而 1 月
份武汉全市能够收治重症患者的床位
仅有 1000 张左右。

缺床位、缺医护、缺设备……重
压如山，刻不容缓。一场新中国成立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医疗力量调遣
迅速启动。

来自军队和全国各地的 340 多
支医疗队、超过 4 . 2 万名医务人员
驰援而至，其中 90 余支医疗队、1
万余名高水平骨干医护力量支援重
症患者集中收治医院，约占全国重
症医护力量的十分之一。

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一批高水平医
院先后被确定为重症患者集中收治
医院，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紧急启动
建设……多管齐下，武汉新增重症
床位 1 . 1 万余张，超过全市在院重
症患者总数并留出余量，实现从“人
等床”到“床等人”的重大转变。

2 月 28 日 11 点 30 分，武汉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一名 50 岁的新冠
肺炎危重症患者脱离 ECMO（人工
膜肺）设备一天后，又顺利脱离有创
呼吸机。尽管极度虚弱，他仍然奋力
吐出两个字：谢谢。

19 天，456 个小时。这名一度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患者，在医护人
员精心救治与 ECMO 的及时使用

下转危为安。
ECMO 被称为 ICU 的“救命

设备”，全球存量仅有千余台。为了
让湖北和武汉的重症患者尽可能用
上，通过紧急采购和国内征调，湖北
一省就集中了 100 多台，约占全国
保有量的四分之一，其中约 80 台集
中在武汉。

在重症患者救治过程中，只要
有一丝希望，就不惜代价、绝不
放弃。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熊先军介绍，我国重症患者人均
治疗费用超过 15 万元，少数危重症
患者治疗费用达到几十万元甚至过
百万元，医保均按规定予以报销。

面对湖北重症、危重症患者中
的高龄老人，白衣战士迎难而上、携
手攻坚，成功治愈 3600 余名 80 岁
以上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武汉市 80
岁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 70%。

经过 40 多天救治，罗婆婆终于
转危为安。

“什么叫生命至上？就是不计成
本、不惧困难，只要抢救有需要，任
何药品、设备都尽力安排到位。”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说。

合力攻关，探索形成重症

救治的中国方案

74 岁的胡阿姨在同济医院光
谷院区治疗 6 天后，从昏迷中逐步
清醒，明显好转。刚入院时，她呼吸
每分钟只有 28 次，命悬一线。

广州医疗队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岭南院区综合 ICU 主任毕筱
介绍，为了救治胡阿姨，他们组建了
由感染科、肾内科、内分泌科、呼吸
科等专家组成的救治小组。

类似多学科、多团队协作，在各
重症收治医院已是常态。

重症救治是场硬仗。来自全国各
地医疗团队和当地医护人员一起，全
力打好这场高水平的救治攻坚战。

收，“四集中”织网，重症患者应
收尽收——

“国家卫健委在第一时间调集
了委属委管医院及各省高水平医疗
队到重症定点医院，整建制接管武
汉重点医院病区，并要求将医院现
有抢救设备带到武汉，如呼吸机、监
护仪、ECMO 等。”国家卫健委医政
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说。

（下转 2 版）

重庆攻坚“两不愁三保障”，城带乡拔穷根

新华社重庆 4 月 15 日电（记者
李勇、张桂林、李松）四月的春风，吹
绿了巴渝一道道山梁、一垄垄田地。
从“穷山恶水难断穷根”到“金山银
山天地更宽”，大山正在生长新
希望。

作为地处西部的直辖市，重庆集
聚城市人才、技术等资源“上山下乡”
攻深贫，夯实托底政策防返贫，180 多
万农村贫困群众实现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
障，全市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12%，告
别了区域性整体贫困。

城带乡，唤醒沉睡的大山

武陵山、秦巴山两大贫困带一南一
北，集中了重庆一半左右贫困人口。近
年来，在坡陡、沟深的巴渝群山中，城市
人才、技术、资本等“上山下乡”，带动贫
困乡村强基础、兴产业、谋未来。

正是采菌时节，彭水县三义乡莲
花村羊肚菌大棚里一派繁忙景象。贫
困户蹇春容两口子在家门口“上班”，
两人月收入四五千元。

一见到重庆沃邦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侯春均，蹇春容当着记者的面，竖
起了大拇指。“多亏了这个‘产业村长’，
让我们在山坡坡上种出了‘金疙瘩’。”

侯春均把“家底”搬到了莲花村：
投入资金建种植大棚、加工车间，产业

链落到了田间地头；拿出技术，研发
羊肚菌面、菌汤罐等产品。一改村民
们祖祖辈辈“捡些野菌子卖点儿钱”
的习惯，创造了一个“一亩地产值两
万多元”的扶贫故事。

大山的旖旎风光、优良生态，在
城乡资源融通中被唤醒。

酉阳县叠石花谷怪石与鲜花的
奇异组合，远近闻名。随着疫情缓
解，景区人气正在逐步恢复。谁曾想
到，几年前，这个“网红”景区还是一
片石漠化区域，农民广种薄收，脱贫
步子迈得艰难。

“我们立足区位，开掘川渝、湘
鄂城市旅游消费。”景区负责人周永
乐说，“要吸引城里人来旅游，光守
着石头怎么行，还得从生态修复上

下功夫。我们请来植物专家，重新培
土、培肥，在石头之间种适宜花卉，
一三产业互动，环境提质升级。”

重托底，不让一户掉队

城口县，坐落于秦巴山区腹地。
1 . 02 万名贫困学生中，“40”这个数
字小得不起眼，却很特殊。这是全县
因重度残疾需送教上门的学生人数。

住上了廉租房，享受低保，不再
为基本生活犯愁的脱贫户苏碧维还
有块“心病”：12 岁的女儿小荣患有
脑瘫和癫痫，上学的事该咋办？

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杨梅及时
送教上门。12支彩笔、一个摇铃、5颗积
木，这是小荣独有的课堂。课程从“玩”
开始，小荣手部握力不够，锻炼先易后

难，先握方木，再握圆球，循序渐进。
一次音乐课上，过去注意力很

难集中的小荣，在听老师播放《让我
们荡起双桨》的旋律后，安静下来，
打着节拍……

“40 个残疾孩子，都有老师‘一
对一’送教上门，每周两个学时，无
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城口县教
委副主任徐山情说。

今年 2 月，重庆城口、酉阳等 4
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重庆 18
个贫困区县全部脱贫“摘帽”。“当前
全市还有 2 . 4 万贫困人口尚未脱
贫，2 . 6万已脱贫人口需巩固提升。”
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说，绝对数
量不多，但仍是贫困坚中之坚，更是
帮扶重中之重。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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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夜晚灯光璀璨，以战疫为主题的“灯光
秀”每日亮起，铸就了江城不夜天”，带给人们信心
和勇气（4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毓国摄

武汉：战疫“不夜天”

4 月 15 日开园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张
江总部园，将有力推动科学技术源头创新，为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上海：“硬核”新高地

▲ 4 月 15 日，武汉市民自发上街送别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 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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