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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

大比拼大出彩将会更精彩
今年以来，我市在全市范围部署开

展“一局一事一出彩”大比拼活动，大力

营造联合出彩、竞相出彩、多头出彩的改

革创新氛围，推动更多改革创新举措走

在前列。（详见本报11月7日头版报道）

大比拼带来大出彩。我市今年 4 月

兴起的“一局一事一出彩”大比拼活动，

紧紧围绕“最多跑一次”改革，也正好抓

住了疫情带来的政策“窗口期”，善于在

危中找机、化危为机、抢占先机，于是快

人一步、先人一招、胜人一筹。这样的大

出彩，不仅经受了“战疫”的特殊考验，而

且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不断增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推动了我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大出彩，都是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

心使命担当，善谋勇为比拼出来的。想

当初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各部门一把手纷纷亮出“实招”，

晒出“干货”，拼劲十足；各镇（街道、区）、

各部门单位比态度、比担当、比速度、比

影响力、比赞誉度，拼改革创新、拼改革

攻坚、拼改革速度、拼改革深化，让更多

的永康改革标准和出彩项目上升为金

华、省级、国家级标准和项目。其中，市

检察院办理的涉及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案

件写入全国“两会”最高检报告，是最为

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出彩，源于改革创新。有创新思

维的东西，才上得了擂台，从而赢得阵

阵喝彩声。令人鼓舞的是，我市出彩的

项目不是一点点，而是联合出彩、竞相

出彩、多头出彩。如报道中提到的，已

获得各级出彩项目 43 项，其中获得省

政府年度督查激励 2 项，省、金华市主

要领导批示肯定 19 项，承担省级改革

试点 3 项，上级部门重要简报刊发改革

创新举措 15 篇，创新经验做法被推广 4

项。这些拿得出、叫得响的永康特色改

革“金名片”，已经进一步“出彩”到全省

和全国各地。

“要做就做最好、做出彩”这是大比

拼中，一大批有真本领的能者所表现出

来的比拼勇气与底气。有了这“两气”，

才有攻坚克难、大胆创新的作为，才能下

非常之功、施非常之策、用非常之力，取

得非常精彩的硕果。因此，能者必须上，

而且要给更多的能者留有更多更优质的

上升空间，让他们干事有奔头，创新有动

力。这样必将形成并保持竞相出彩、多

头出彩的良性循环势头，使一批批改革

创新举措不断走在前列。这也是大比拼

活动的要义所在。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大比拼无止境，大出彩会更

精彩。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金华市委市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坚持“两手硬、两战赢”，强化

“六稳”举措、落实“六保”任务，扎实开展

“三服务”活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爱拼才会赢，希

望永康广大干部继续“比”、继续“拼”，争

取让更多出彩的改革创新项目惠及永康

人民，让永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如百

花齐放春满园。

我 市
“ 一 局 一

事一出彩”大比拼
活 动 不 仅 经 受 了

“战疫”的考验，而
且 让 广 大 群 众 感
受到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进一
步 推 动 我 市 经 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特约评论员
薛建国

遗 嘱
公 证 是 百

姓 法 治 观 念 得 到
提升的一种表现，
它 减 少 了 矛 盾 和
纠纷，有利于亲情
的 维 护 和 社 会 的
和谐，应得到大力
提倡。

“

遗嘱公证体现百姓法治观念的提升
遗嘱公证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以

说每个地方的公证处每年都有一定的业

务量，市公证处也不例外。（详见本报 11

月11日第8版报道）

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生活中有

太多的矛盾，是因遗产继承问题导致

的。因为有太多这样的教训，现在很多

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身患重症者对身后

事的处置，喜欢以立遗嘱并作公证的方

式固定下来。这是明智的，减少了矛盾

和纠纷，有利于亲情的维护和社会的和

谐。原本白纸黑字把真实意思写下来

就有法律效力的，但经过公证则更规范

更有约束力，这是百姓法治观念得到提

升的一种表现。在家庭关系处理上，也

要有法治思维。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是 因 为 亲 人 之 间 强 调 了 情 而 忽 视 了

法。在没有利益纠葛问题发生时，你好

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一旦牵扯到财

产继承问题，就你争我打，撕破脸皮，互

不相让。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

在财产继承问题上闹出矛盾，这细胞自

然是不健康的，对社会也是没有好处

的，无益于良好家风的形成。家风不

正，则社会风气不正；家风正，则社会风

气正。

遗嘱公证应得到大力提倡，只有让

法律融入我们的生活，生活才有章法，日

子才会越过越美。从本报报道看，遗嘱

公证也是反映人间百态的一个窗口。有

人因为儿子突然变得孝顺要改遗嘱，有

人 30 来岁为孩子立下遗嘱。对于一些

现象，如 30 来岁为孩子立下遗属，个人

感觉有点怪怪的味道。当然其行为与法

律并无冲突，什么时候立遗嘱是公民的

个人自由，早晚由自己说了算，法律并无

限制，但同传统观念有点格格不入。立

遗嘱一般是交代后事，是年纪比较大或

身患重病之人，对他们来说，是到了必须

直面生死之时，在意识清楚，思维清晰状

况下，把身后事，特别是财产继承问题明

确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免得日后暴发

家庭战争。

30 来岁是非常好的年纪，正是处于

人生的上升阶段，现在就立遗嘱是不是

太着急了点？每个人都期望健康长寿，

也因此在生活中多了许多忌讳，比如

忌讳数字“4”，因为音同“死”，还有发

觉说了与死沾边的话，马上要“呸”几

下，消除不吉利。个人认为，这是人的

一种心理，倒也不是什么迷信，是人们

对美好健康生活的向往。尽管我们每

个人都有终了的一天，但没到那个年

龄，就做了那个年龄的事，是对现实的

悲观还是意识超前？不同人的会有不

同的理解。但我坚信健康的年轻人立

遗嘱或买墓地的肯定是少之又少的。

年 轻 的 我 们 要 的 是 追 求 ，要 的 是 奋

斗。在一心往前冲的年纪，我们要创造

价值。这个价值除了物质的，还有文化

的和精神的，等到了那个年龄，也就有

了值得被后代传承的东西，这是立遗嘱

的资本。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
只 有

干 出 来 的
精彩，没有等来的
辉煌。“开门一件
事”办得好，不仅
有利于树立威信，
而 且 有 利 于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全 面 推
进。

初冬时节，恰逢换届，村干部新任，

百姓期盼。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首战告捷，方能凝聚人心、提振士气。各

村级党组织换届后，村干部们纷纷抢干

事、晒进度、拼实绩、创一流。“开门一件

事”办得好，不仅有利于树立威信，而且

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详见本

报11月7日第3版）

基层情况千差万别，针对错综复杂

的各类矛盾，面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

平衡，党支部一班人在换届后能否团结

带领群众干出一番事业，面临不小的考

验。不可否认，我市以往有的基层支部

书记在选举时十分积极，上任后推脱怕

难占着位置不干事；有的躺在过去的功

劳簿上睡大觉，脱离群众难以成事；有的

私利作怪，“开门第一件事”就搞砸了。

综上所述，要引导广大基层支部书记担

当作为，需要把“开门一件事”办好、办得

漂漂亮亮。

“开门一件事”贵在办得早。东城街

道基层党组织换届后，书记平均年龄

44.7 岁，比上一届年轻 12.8 岁，这支年富

力强的村干部队伍，签署了干事创业“军

令状”。军令如山，首战用我，用我必

胜。人民期盼着他们的担当，历史凝聚

着他们的作为。田宅村党支部书记完成

新老交接，面对延续进行的老村改造，新

任党支部书记早点进入角色，早点熟悉

未来社区建设，对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问

题早些做出预判，就可以更顺利推进。

尽早才能尽美，“开门一件事”不必等到

全部换届完成了才开始谋划，也不必等

到上级组织培训了才开始“上岗”。

“开门一件事”重在办得实。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这话同理适用于基层。“开

门一件事”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也

不需要豪言壮语，更不需要表态好、落实

差。当前我市正在创建省级示范文明城

市。一些小区绿化带常被居民破坏种

菜，新任党支部班子能否顶住少数社员

的压力做好绿化工作，这考验新班子的

能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第一件事

干不好，党支部没有威信，以后的领导能

力、组织水平就会大打折扣。

“开门一件事”要办得暖民心。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决定着广大农村

的建设水平和未来面貌。新时代呼唤新

担当，新担当需要新作为。经济开发区

雅应村下余自然村13户农户宅基地未落

实，上届留下的难题，新官要理旧账。不

然，这些急着建房的农户在这个冬天，心

是暖不起来的。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

想，帮群众所帮。“开门一件事”要从群众

关切的问题入手，从百姓急需的实事着

眼，扎根基层、服务百姓，为建设美丽乡

村、增进百姓福祉发光发热。办好了“开

门一件事”，紧接着的第二件事、第三件

事也将得到百姓拥护，推进势如破竹。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来的辉

煌。占着位置不干事的村干部即使选上

了，也不会得到群众的尊重，其危害不亚

于腐败。

“开门一件事”，树立威信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