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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留永过年”是疫情下的负责任表现
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内一

些地区零星出现本土确诊病例，因此，

对疫情防控必须绷紧防范之弦。特别

在春节临近的当下，更不能有丝毫的

麻痹大意的思想存在。减少人口流动

是一项最好的防控举措。浙江是外来

务工人员大省，包括永康在内，我省已

经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外来务工人员

留在本地过年。无论从什么角度看，

希望这个倡导能够得到外来务工人员

的响应。（详见本报4日第1版报道）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对在外辛苦一年的人来说，每当春节

临近，回家的心情就变得迫切。有钱

没钱，回家过年，谁都希望同亲人团团

圆圆。但是，今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

份感情藏在心底呢？去年，我们取得

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份胜利来

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并以实际

行动加以巩固。从大局出发，“今年留

永过年”是疫情下的负责任表现，相信

也会得到家人的理解。

防疫，每个人都是责任人。在疫

情形势紧张的那段日子，我们养成了

许多好习惯，尽量不外出，出门戴口

罩 ，勤 洗 手 勤 消 毒 。 这 看 似 个 人 行

为，实际上是为整个抗疫作贡献。我

们的抗疫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

利，是我们每个人都履行了自己的责

任。对自己负责，就是对家人负责，

对他人负责，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

此也是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

永康是制造业城市，外来务工人

员 众 多 ，无 论 是 政 府 层 面 还 是 永 康

百姓，都十分善待新永康人，新永康

人 在 就 医 、孩 子 入 学 等 多 个 方 面 都

享 有 同 城 待 遇 。 让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留

在 永 康 过 好 年 ，本 地 要 为 他 们 营 造

过 年 的 氛 围 ，让 他 们 有 家 的 感 觉 。

这次，不少企业单位已经放大招了，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外，红包、

双 倍 工 资 、年 夜 饭 等 物 质 鼓 励 也 不

少 。 有 的 开 通 亲 情 热 线 ，让 外 来 务

工人员同亲人线上在一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

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年春节，留在

永康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

为此，笔者也曾专门作过评论。外来

务工人员主动留在永康过年，原因有

多方面，比如说，永康有良好的用工

环境，不仅有良好的收入保障，还让

他们生活平等，体面有尊严，有家的

感觉。过年是最能体现一方文化的，

他们既把永康当家，那么就想融入这

个家，而融入的最好切入口就是对当

地文化的了解。而外来务工人员留在

永康过年，可以增加对本地民俗风情

的认识。

过年一定要回家的观念实际上已

经发生了改变。过年，核心是为了亲

人间的团聚。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

畅，所以大家才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回家。现在交通方便了，通信技术发

达了，不仅回家更快了，还能通过视

频面对面讲话。因此，当下真的没有

必要所有人集中起来往家赶，加大社

会管理和运行成本。今年，我们倡导

外来务工人员留永过年的同时，也希

望能够促使更多的人习惯于“回家就

是团圆，团圆不必囿于过年”。如果

想家了，找个时间来个“说走就走的

回家”也挺好。

在 疫
情 形 势 依

然 严 峻 的 当 下 ，
“今年留永大年”
成 为 趋 势 。 让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留 在
永康过好年，本地
要 营 造 好 过 年 的
氛围，让他们有家
的感觉。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农 村
饮 用 水 达

标 提 标 三 年 行 动
圆 满 收 官 可 喜 可
贺，但追求美好幸
福 生 活 是 无 止 境
的，期待从“喝好
水”再到“喝更好
水”转变，让永康
人更加健康。

“

喝上同质水期待再喝直饮水
自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开

展以来，我市坚持以“城乡居民同质饮

水”为目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长

效管理机制，农村居民基本实现了从“有

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截至去年10月

底，我市已完成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三年

行动。（详见本报1月6日第2版报道）

政府为民办实事，一诺千金。作为

2020 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让全体农

村居民都能喝上同质饮用水，永康说到

做到了。“让广大农民喝上干净的水”，关

系到广大农民最切身的利益。自去年 4

月28日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推进会

议后，我市努力克服疫后工期紧、任务

重、难度大、要求高等困难，争分夺秒、马

不停蹄建设和提升改造供水设施，特别

是在10天内抢通被台风“黑格比”损毁的

4座水厂和23座供水站设施，确保了农村

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提前全面完成。

水是生命之源，高质量饮用水是人

民健康之本。从“有水喝”到“喝好水”，永

康农饮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党和政府一切

为了人民的执政理念。

透过这滴“同质水”，我们看到了新

时代农民生活品质的飞跃，新楼房造起

来了，小轿车奔驰起来⋯⋯不比其他，就

比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远胜普通旧城

小区居民。其中，村民的饮用水因为供

水设施全都是新的，没有因破旧管道而

污染，也没有像大城市有的区域自来水

里有一股浓重的漂白粉气味。如今永康

的水质合格率、供水保证率、规模供水覆

盖率，均已达到或超过省考核指标。

透过这滴“同质水”，我们看到了乡

村振兴的一幅幅美好图景。过去称“穷

山恶水”是因为农村公共设施落后，生产

生活污水污染严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成就一片片绿水

青山、金山银山，为广大农村和村民实现

了更多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如今

“喝好水”已经不是奢望，“好水”本该与

“好景”“好生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透过这滴“同质水”，我们看到了地

方政府对民生的担当作为。自“三年行

动”开展以来，我市共计投入 7.56 亿元，

认真落实农村饮用水“三个责任”和“三

项制度”，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部

门和镇街区紧密配合，强化土地、资金要

素保障，按照“能扩则扩、能延则延”的原

则，全力实施和加快推进规模水厂扩网

工程，努力构建“城镇规模水厂供水为

主、单联村供水站为补充”的城乡供水格

局，不落一村、不落一户、不留尾巴，去年

两轮监测合格率达到94.7%，已基本实现

城乡同质饮水目标。

我市“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可喜可

贺。但是追求美好幸福生活无止境，作

为中国全面小康“三连进”的永康，百尺

竿头可更进一步，期待从“喝好水”再到

“喝更好水”转变，即在“同质水”建成的基

础上，加快谋划和建设城乡居民直饮水

工程，让永康人更加健康，永远健康。

“
在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向 基 层 延 伸 的
背景下，村干部唯
有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实干为先、
冲锋在前，方能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
人民。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

任村（社）干部上任三把火，在寒冬里涌

动着一股暖流。确实，农村每一项事

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

滴干出来的。新官上任既要有一年干

成几件事的冲劲，又要专心干成一件大

事的韧劲，关键在于“廉”字托底、“干”

字当头。（详见本报 5 日第 1、3 版报道）
全市 412 个行政村的干部开启“实

干模式”将造福越来越多的百姓，但也

要警惕少数干部长期沉浸在当选的喜

悦中，或者谋划自己和亲戚朋友的好

处，或者不愿为老百姓办得实惠的好

事、实事。能不能在其位、谋其政、干其

事、求其效，人民期待着干部的担当，历

史凝望着他们的作为。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的背景下，村干部唯有一

身正气、两袖清风、实干为先、冲锋在

前，方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艰

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廉”字托

底才没有后顾之忧，“干”字当头才会一

往无前。

“廉”字托底要守牢底线、不踩红

线。马行千里不失蹄，皆因步步谨慎；

人生一世少犯错，就在警钟长鸣。龙山

镇西坞自然村原村委会主任朱月利职

务犯罪案件，再次提醒村干部们，知敬

畏、明底线、受警醒，不越轨、不逾矩、

不侥幸。近些年，一些职务犯罪案件发

生了新变化，有的是当事人不出面，利

用同学、朋友介绍请托，村干部如果不

提 高 警 惕 就 会 慢 慢 成 了 温 水 中 的 青

蛙。若要初心常在，贵在常修为政之

德 ，常 思 贪 欲 之 害 。 一 谈 到“ 如 临 深

渊、如履薄冰”，有的党员干部就感觉

压力很大。其实，只要没有个人私利、

符合历史发展，干部们完全可以放下包

袱。即便受到别有用心的不实反映或

举报，上级组织也会进行澄清正名、撑

腰鼓劲。

“干”字当头要善于决策、勇于执

行 。 村 干 部 要 坚 持 从 实 际 出 发 谋 划

全村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

案 符 合 实 际 情 况 ，不 好 高 骛 远 、不 脱

离 实 际 。 涉 及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的 重 要

政 策 措 施 ，要 广 泛 听 取 群 众 意 见 ，不

能嫌麻烦、图省事。在许码头城中村

改 造 中 ，干 部 们 已 数 不 清 开 了 多 少

会 、多 少 次 上 门 作 思 想 工 作 ，相 信 一

番 诚 心 、热 心 、耐 心 、责 任 心 、苦 口 婆

心 必 然 换 来 群 众 的 真 心 。 村 干 部 不

仅 要 亲 自 抓 、带 头 干 ，还 要 勇 于 挑 最

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扑下身子、

狠抓落实。在象珠镇清渭街村，由于

十 多 年 来 几 乎 未 公 开 处 置 过 集 体 房

屋，村民对此颇有意见。新上任的村

干部以此为切入口，针对部分村集体

房屋到期的情况，首次以竞价招租的

方式公开出让为期 5 年的使用权。原

来租金总额只有 51.19 万元的 13 处房

产，通过举牌招租的方式提升至 94.2

万元，增长了 84%。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

不成。”上任即奔跑、干事不停歇，我市

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美丽画卷将在“十

四五”时期徐徐展开。

新官上任“廉”字托底“干”字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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