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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
和国家事业成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大意义
的高度概括。基层干部作为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者，其工作
作风直接关乎民心向背、事业兴衰。
当下，少数基层干部奉行“差不多主
义”，从思想上的松懈到行动上的打
折，这样“差不多”的懈怠，实则是对群
众利益的侵害、对治理效能的损耗。
为破除这一积弊，需以“思想较真、工
作较劲、困难叫板”的实干姿态，将基
层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推。

在思想上较真，破“差不多”思维，
立“严紧实”标杆。基层工作千头万
绪，小到柴米油盐、大到民生工程，事
事关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若思想
上纵容“过得去”“差不多”的惰性，便
会滋生精神懈怠的“温床”，在政策落
实时“打折扣”，群众诉求前“绕弯子”，

最终连基本要求都难以达标。基层干
部需从思想根源拧紧“总开关”，要树
立“比学赶超”的竞争意识，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抓进度、提效率；更要锤炼

“埋头苦干”的务实作风，摒弃把“做
了”等同于“做好了”的应付心态，以

“追求卓越”的责任心对待每一项任
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在思想上常敲

“较真”警钟，才能杜绝“差不多”衍生
的“蝴蝶效应”，让基层治理的每一环
都紧扣群众需求。

在工作上较劲，拒“浮漂虚”做派，
强“钉钉子”韧劲。基层是服务群众的

“前沿阵地”，对工作负责不仅是职业
要求，更是使命担当。现实中，部分干
部存在“看客心理”，调研时“走马观
花”，落实时“虎头蛇尾”，遇到困难问
题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追求“过得
去就行”。基层干部需养成“严肃严格

严谨”的工作习惯，定计划时统筹全
局，抓落实时紧盯细节，绝不放过任何
疑点、忽视任何环节。从弯腰倾听群
众“烦心事”到沉身解决民生“揪心
事”，都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
让“坐而论道”的虚把式、“拖泥带水”
的软把式、“数据造假”的歪把式失去
生存土壤。唯有以“较劲”的钻劲将每
件事做细做实，才能让政策红利真正
惠及千家万户。

在困难上叫板，弃“绕道走”心态，
练“破难题”硬功。基层治理常遇“硬
骨头”，若面对困难“绕道走”“低头
退”，不仅会让工作停滞，更会寒了群
众的心。反观那些在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中冲锋在前的基层干部，无不是
以“赴百仞之谷而不惧”的勇气，在啃

“硬骨头”中锤炼本领。基层干部需主
动投身矛盾集中的“主战场”，在挑重
担、接“烫手山芋”中积累经验，在摸爬

滚打中磨砺担当重任的“真本领”。正
如脱贫攻坚精神所昭示的，唯有与困
难“硬碰硬”，才能在解难题中赢得群
众的“叫好声”，让“差不多”的敷衍转
化为“好很多”的实效。

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却需在一
日一事中见真章。当基层干部都以
思想上的“较真”破除惰性、工作上的

“较劲”拒绝敷衍、困难前的“叫板”彰
显担当，方能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根
基，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千村万寨落地生根。这既是对“差
不多主义”的最有力回击，更是以作
风建设之实，托举民族复兴伟业之基
的必然要求。

基层干部当以“较真较劲叫板”破“差不多主义”
□ 杨敏

绿美大理

□ 通讯员 李继明 曹东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是世
界上分布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是
云南最具代表性的物种之一，被誉为

“雪山精灵”。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是滇金丝猴最南端的家园，
从最初发现的不足50只到现在发展壮
大到200多只，保护成效显著。

“有动物吃的痕迹、粪便，尤其是落
枝，我们要进行记录、拍照，在点位上面
打点，记录这个痕迹。”实地监测开展
前，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研究实
习员房以好在认真作提醒交代。

这几天，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联合大理大学、兰坪云岭
保护区、龙陵小黑山保护区，对天池
保护区五宝山进行网格化、地毯式
排查，开展天池片区滇金丝猴种群
的监测。

天池保护区总面积14475公顷，森
林覆盖率达 93%。滇金丝猴活动区域

在龙马山片区和天池片区，1988 年在
龙马山片区首次发现时数量不足 50
只，2003 年记录到 80 至 100 只左右。
目前，保护区约有 200 多只滇金丝猴，
是保护区的旗舰物种。

“天池片区在 2014 年第一次有红
外相机拍到滇金丝猴活动的资料，到目
前共拍到了6次，都是用红外相机拍摄
到的，没有亲眼看见过。”云南云龙天
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
师杨惊生说。

为更好掌握和保护天池片区滇金
丝猴，以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
为主的专家团队已跟踪研究天池片区
滇金丝猴种群长达 10 余年。今年，已
经开展了2次大型联合巡护，发现了大
量猴群活动的痕迹。

据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助
理研究员李延鹏介绍，经过研究团队
长期的野外调查，加上后期的技术分
析研究，预计天池片区滇金丝猴种群
有20只左右，它很难进行自我维持，需

要保护部门、科研单位一起努力来做
一些抢救性的保护措施，维持这个种
群的生存和繁衍。

“为了构建滇金丝猴的良好生境，
保护区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实施生态
修复工程，推进滇金丝猴廊道建设，恢
复其栖息地完整性。10年来，累计造林
8988亩，栽植树木76.4万株。二是通过

‘人力+科技’模式实现数字赋能，提升
保护能力，实行网格化管理，建设管理
平台1个，安装红外线相机246台，远程
视频监控6台，利用无人机进行数字建
模，‘空、天、地’一体化管护成效显
著。三是社区共建、共管、共享保护成
果，充分发挥钱库、粮库、水库的功能
作用，群策群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形成人人
都是管护员的大保护格局。”云南云龙
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
左顺钧说。

目前，保护区记录的野生维管束
植物有 1249 种，其中，一级重点保护

植物 2 种，二级保护植物 15 种；脊椎
动物有 439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 10 种，如滇金丝猴、金雕等，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56 种，保护的伞护效应非
常明显。

云南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专业管护员丰家全介绍，在这几天的
巡护中，发现了狗熊洞，听见了赤麂的
叫声，还有很多鸟类的叫声。觉得这
份工作挺有意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把滇金丝猴最南端的这片生态环
境保护好。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在下一步工作中，保护区将
夯实保护基础，搭建科研平台，增强创
新动力，完成相关总规编制评审，快速
推动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与变革项目建设，加快培
育形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贡献突出
的现代化保护区，为‘美丽中国建设’
作出‘天池示范’。”左顺钧说。

本报讯（通讯员 章田 李娟 李世祖）
近日，祥云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
和沙龙镇政府联合沙龙社区、祥云飞龙
酒店、云焱心理咨询、祥云同旺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在沙龙镇沙龙社区儿童之
家开展“巧手连心·呵护成长”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活动，为留守儿童筑牢“安全、
情感、梦想”三重关爱网。

活动开始，云焱心理咨询的杜老师
进行了防性侵知识讲座，让孩子们深刻
理解“不替坏人保守秘密”原则，并熟练
演练“跑、喊、求助”三步自护法，为自身
安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心理团辅环节成为孩子们释放压
力、敞开心扉的欢乐园地。在“桃花朵
朵开”活动中，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抱
团合作，结交新朋友，归属感满满；在

“压力气球击破战”中，小倪同学喊着
“我不怕作业了！”踩爆写满烦恼的气
球，同伴们热烈的掌声是对他勇敢释放
压力的鼓励，也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巧手创作环节则成为孩子们表达
情感的桥梁。在飞龙酒店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以“父亲节”为主题的钻石画制
作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三年级的小
段同学满怀期待地说：“贴好后我想寄

给爸爸，告诉爸爸我爱他，祝爸爸节日
快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彩钻，不仅拼
凑出精美的画作，更承载着孩子们对父
母深深的思念与爱意。

在构建长效关爱机制方面，祥云县
各方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县民政局依
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等，组织各村
留守儿童及监护人参与关爱服务；县委
社工部统筹政策资源，积极链接医疗、
法律、教育培训机构、爱心企业等多方
资源，推动专业社工开展关爱工作。企
业也积极贡献力量，飞龙酒店不仅为活
动提供餐饮、手工物料，还在每个周六
下午开展“周末亲子活动”公益项目，持
续助力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而心理咨
询机构则为有需求的儿童开展个案咨
询，祥云同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了
特殊儿童后续跟踪探访，确保关爱服务
形成闭环。

下一步，祥云县民政局将结合“苍
洱阳光幸福工程”专项行动，深化留守
儿童挂包帮扶机制，以各乡（镇）牵头组
织各村驻村工作队员、党员、教师等对
各村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对
有困难的儿童及时提供政策帮助和开
展相关服务，让关爱服务“常态化”。

祥云县开展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为留守儿童筑牢关爱网

一群外地游客在巍山古城拱辰门拍照打卡。（摄于6月28日）
近年来，巍山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各种特色小吃，深受外地游客的青睐，前来

巍山旅游观光和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 ［通讯员 熊子军 摄］

祥云举办“学回信精神 助改革发展”展示展演暨老年大学结业仪式。（摄于6月
27日）

此次活动，是老年人文化养老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老年人收获了快乐也实现
了自我价值。 ［通讯员 袁静 摄］

云龙天池保护区开展滇金丝猴种群监测

研究团队在开展野外调查。（摄于6月24日） ［通讯员 李继明 摄］ 云龙龙马山滇金丝猴。（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