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 爱

姿 是 一 个
生 意 人 ，但 更 是
一 个 有 责 任 心 的
好 人 。 当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像 李 爱 姿
一 样 ，始 终 责 任
在 心 ，这 个 国 家
一 定 是 有 力 量 和
充满活力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在义乌做外贸生意的永康人李爱姿

入选了 3 月的“浙江好人榜”。她的上榜

是因其有大爱。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她带领全家捐出近 18 万只口罩。口

罩是战疫重要物资，18 万是个了不起的

数字，李爱姿更是个了不起的人。她做

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是当之无愧的好

人。（详见4月30日11版报道）

好人李爱姿是一个勇敢的人。疫

情来势汹涌，多数人心理恐惧。但李

爱姿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没有退却，而

是东奔西走组织口罩货源，捐给社会

各类群体。可以说，李爱姿是最美逆

行人。

好人一定是有责任心的人。李爱

姿是一个生意人，在一般人看来，生意

人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受疫情影响，那

段时期外贸生意难做，而李爱姿花大把

时间买口罩捐口罩，她是不是有点傻？

如果有人这么理解，只能说明他们心中

缺少责任心。不错，生意人是以利益为

导向，但前提是更要讲社会效益。我们

经常讲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

么说呢？如果不讲社会效益，我们会迷

失为谁服务的问题，假冒伪劣产品频

出，坑蒙拐骗现象频生。李爱姿显然是

懂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轻重的，她就

是想尽其所能做点好事。这样的好人

更为难得。

好人的责任心更多源于他们内心

的自觉。李爱姿所做的一切，没有政府

要求，也没有领导指令。换一句话说，

她不这样去做，没有人会去指责她，去

做 了 反 而 可 能 引 发 一 些 人 的“ 阴 谋

论”。像李爱姿这样的人做了好事，可

能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因为在他

们心目中，这只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关

心别人怎么说，坚定走自己的路，把责

任更多体现在行动上。

李爱姿在捐献口罩这件事上，是

带领全家人一同参加的。特别是她让

11 岁的女儿直接将口罩送给那些有需

要的人的。这是一堂鲜活的德育课。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从小培养孩子爱

心和社会责任，是立足长远的。在这

一点上，李爱姿也展现了为人父母的

责任。

好人两个字很朴实，但分量是沉甸

甸的。好人有责任心，也有精神。这精

神是牺牲奉献精神。做好人不容易，但

好人是可敬的也是可学的。我们要学习

李爱姿，从身边小事做起，学习她的社会

责任心和担当。责任两个字看似生冷，

但只要把责任切实担当起来，换来的一

定是温暖和美好。

人是社会构成的主要细胞，当我们

每个人都责任在心时，这个国家一定是

有力量和充满活力的。有责任心的人，

国家有难，只身赴死；有责任心的人，

同胞受困，守望相助。时代呼唤好人，

人民需要好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

好人。

公民有担当 国家有力量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监 察
工 作 联 络

站 以 强 化 基 层 公
权 力 监 督 为 着 力
点 ，把 自 上 而 下
的 专 责 监 督 与 自
下 而 上 的 群 众 监
督相结合，“小支
点”将撬动“大监
督”。

“

监督不仅要全覆盖、无死角，而且

要精准、高效。在我市农村，刚刚成立

的各村监察工作联络站，把自上而下的

专责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

合，通过广泛收集廉情信息，“小支点”

将撬动“大监督”。（详见 5 月 8 日 1 版报

道）

农村“微腐败”，如果不监督就会成

为大祸害。我市个别村干部收受贿赂，

对村道路硬化工程质量“睁只眼、闭只

眼”，村道路建成不到一年就成了“豆腐

渣”工程；个别村干部在失地农民保险等

方面优亲厚友，导致失去了群众公信力，

推不动工作；个别村干部侵占村集体利

益，低价承租村集体用房再高价对外转

租，引发村民强烈不满。大矛盾往往由

小问题累积而成。切实发挥监察工作联

络站“前哨”和“探头”作用，监督就能有

的放矢，漏洞就能及时补上。

“小支点”撬动“大监督”，需要有一

根足够长的“杠杆”。这根“杠杆”就是伸

长“耳朵”、瞪大“眼睛”。石柱镇塘花村

新任监察工作联络站站长张妙雄经常深

入群众倾听意见，结合村庄的特点，对小

资金、小采购、小项目、小补助、小岗位等

“五小”工作加强监督，努力扮演好“新角

色”。“杠杆”越长，撬动越明显。监察工

作联络站虽小，但全市 1105 名监察信息

员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长长的“杠杆”，将

撬动起400多个行政村的“大监督”。

“小支点”撬动“大监督”，需要有一

个足够硬的“支点”。首先，监察工作联

络站的站长打铁必须自身硬，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站长以身作则，联络站每一

位成员也将上行下效“清”装上阵，敢于

监督、善于监督，以过硬的“支点”赢得群

众的信赖。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监察工

作联络站一定能大有作为。

“小支点”撬动“大监督”，需要有足

够宽的“肩膀”。这“肩膀”就是各级党组

织的担当，为监督者撑腰，给担当者鼓

劲。我市虽然有园周、大陈、塘里等一批

名村，但是“盆景”多“风景”少，新农村建

设还有不少差距。今年是我市村级组织

换届年，不同观念碰撞，监督难度更大，

因此也更需要监督。如一个工程项目涉

及三个村，怎么协同监督更省力、更有

效？有的村民认为监督就是“挑刺”，监

察工作联络站如何消除群众顾虑？有的

政策涉及监察工作联络站工作人员家人

的切身利益，需要采取哪种回避办法？

改革永无止境，新事物层出不穷，不仅要

摸着石头过河，还要加强顶层设计。比

如监察工作联络站在总体原则下，可以

进行差别化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各级党组织一把手要关心支持监察工作

联络站开展工作，为他们大胆履行职责

“站台”，上下齐心，把监察制度优势转化

为基层治理效能。

重心下沉、工作下沉、力量下沉，

监察工作联络站以强化基层公权力监

督为着力点，以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为重要内容，必将凝

聚起社会各方智慧和力量，促进我市

清新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两个目标

一同实现。

监察工作联络站“小支点”撬动“大监督”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让广
大 农 民 喝

上干净的水”可以
映 照 千 万 农 民 的
生活品质，也可以
折 射 出 乡 村 振 兴
的美好图景，还可
以 反 映 出 地 方 政
府 对 民 生 的 担 当
作为。

“

让农村居民都喝上“同质”饮用水
4 月 28 日，我市召开农村饮用水达

标提标工作推进会议暨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工作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落实责

任，全力推进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

研究部署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确保

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详见4月29日2版

报道）

水是生命源泉，“让广大农民喝上干

净的水”关系到广大农民最切身的利

益。因此，早在 2003 年，我省率先启动

实施“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经过 15

年的努力，我省基本结束了千万农民喝

水难的历史，农村饮水安全得到了长足

发展。然而，对照城乡供水同质新标准

和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

省仍有数百余万农村供水人口的供水保

证率和水质达标率有待提高，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迫在眉睫。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2018 年，我

省正式启动实施“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行动”，目标到 2020 年，全省基本实现城

乡居民“同质”饮水。为实现这个“同

质”，今年以来我市按照“全覆盖”的要

求，下达了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任务，

确定全市农村饮用水没有达标的村（自

然村）241 个，并明确了“6 月底完成单

联村供水工程提升改造，10 月底完成规

模水厂扩网”的工作目标。这是眼下我

市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留给我们的时

间已经很少，任务也非常紧迫，就看我

们如何快马加鞭，保质保量地去实现这

个目标。

一滴水，可以映照千万农民的生活

品质；一滴水，可以折射乡村振兴的美好

图景；一滴水，更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对民

生的担当作为。现在，我市农村饮用水

没有达标的村（自然村）还有 241 个，说

明这些村的老百姓还没喝上真正意义上

的“干净安全的水”，说明还存在不少需

要补齐的短板。饮用水是广大农民的

“生命线”，水源又是“生命线”上最重要

的一道关口。如何大力实施原水质量管

控和保障工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农村

供水设施，同时加快水厂技术改造工程，

是当务之急。

时已初夏，高温季节也将来临。作

为“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这“一水”

在农村地区就显得尤为突出。在农村

饮用水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些单村供水

工程水源保障能力偏弱，遇到干旱季

节，水量不足时有发生。如此现状，谈

何水源，更谈何水质？为此，有关专家

说，亟须提高供水保证率，强化水源保

障，着力加强区域水资源统筹调配，充

分利用水库、山塘、小水电等已建工程，

综合实施库塘(山塘)联调、多塘联供；单

村水厂以山塘、溪流堰坝为主水源，大

力实施原水管道延伸，积极引流小电站

发电尾水，形成农村供水工程“多源互

济”的保障格局。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市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工程已全面复工，其中舟山

镇源口水厂技术改造工程已完工。相

信通过这次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

推进会议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会

议，各镇街区和相关部门会进一步统一

思想、下定决心，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

保在 10 月完成全部工作任务，为高质

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保障，为

实现“两个高水平”目标注入新的动能，

为让全体农民喝上“同质”饮用水提供

长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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