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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铭耿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出席
记者会上提到的“四千精神”，迅速成
为网络热词，瞬间引发民营企业家们
的共鸣。“四千精神”就是走遍千山万
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
尽千辛万苦。对于靠着“两水一加”起
步，诞生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的台州而言，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回顾台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
从来没有万事俱备才动身，只有闻风
而动、敢想敢干。20世纪80年代初，阮
福德、阮积明、阮积祥三兄弟先后乘

上前往东北的绿皮火车，开启补鞋营
生，穿梭于茫茫林海和雪原，别人“坐
商”，他们“行商”，挨家挨户讨日子，
睡过草窝、啃过冷饭，还被狗追着跑，
如今创成了全球缝制设备行业产销
规模最大的企业。

这也是台州民营企业家的典型
缩影。台州面朝大海，最早嗅到市场
经济的春风、国际贸易的海风，吃改
革饭，走开放路，创造了无数个全国

“第一”，走出了吉利、华海等一批
龙头企业，以及李书福、池幼章等
一批知名民营企业家，可以用来诠
释“四千精神”的人事物不胜枚举。
台州企业家“扛得起大旗、经得起
大浪、担得起大义、吃得了大苦、成
得了大事”的“五大精神”也与“四千
精神”一脉相承。而今，迈入后疫情
时代，面对越来越多未知颠覆已知
的不确定性，重振“四千精神”，更有
着非凡意义。

重振“四千精神”，为坚定发展
信心注入内生动能。经济发展有内
在客观规律，也依赖客观条件，但是

更需要人的内在冲动和主观能动
性。就时下而言，从经济下行的趋势
尚存，到国外“脱钩论”的甚嚣尘上，
从民粹主义的风行到孤立主义的肆
虐，不少企业家都有“外头有点冷，
心头有点凉”的感受。但越是逆风飞
翔、逆水行舟，就越需要重振“筚路
蓝缕、披荆斩棘”的“那么一股劲、那
么一股气”，重演“四千精神”中的

“走遍”“想尽”等极致性的行动，才
能把难迈的“坎”变成攀登的“梯”，
在搏击风浪中创造新的传奇。

重振“四千精神”，为“两个毫不
动摇”营造最优环境。民营企业家的
精气神能不能汇聚，最大的“定心
丸”，还是“稳预期”，这离不开好的
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改革开放就
是一个持续用制度为企业家精神松
绑的过程。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点到民营经济问题时指出，“要从
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
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壮大”。台州连续三年在“新春第一

会”上，以抓优化营商环境开局破
题，接连推出一系列政策礼包、靠前
服务，就是支持民营经济、“四千精
神”的生动写照。

重振“四千精神”，为推进共富先
行凝聚澎湃力量。市场经济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最好制度，市场化程度高，
企业家精神强，就会带来较高的收
入。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企业
家精神本身就是最好的反垄断法，企
业家赚钱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
机制。发扬“四千精神”，让更多企业
家在市场上竞逐造富的同时，当好共
富带头人、领路人，从城市到农村，从
工厂到工坊，从物质到精神，带动广
大基层群众“条条大路通共富”，最终
实现“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
干、群众敢首创”。这也是呼唤“四千
精神”的要旨所在。

台州经济是靠民营经济起家的，
也要靠民营经济走向未来。如何在新
征程上扛大旗、立潮头、创新业，再创
民营经济新辉煌，不妨期待这股子精
气神进一步被激发。

今天为何更需要“四千精神”？

邓心怡

“人逢盛世居栖稳，运际阳春
气象新。”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生力军，基层则是青年干
部最接近群众的地方，基层青年干
部应如春之万物般焕发勃勃生机，
以踔厉奋发之势争做实干先锋，以
饱满精神和积极态度摹绘春日崭
新“自画像”。

矢志为民，不忘初心，锤炼鲜明
的政治品格。投身基层的新时代青
年干部，更要自始至终跟随“忠诚”

“干净”“担当”这三盏指路明灯，不

断提高政治觉悟、坚定理想信念，保
持清醒头脑，不惧风雨、砥砺前行。

“忠诚灯”指引基层青年干部牢记初
心使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干净灯”要求基层青
年干部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反
思与自我革新，杜绝思想腐化变质；

“担当灯”激励基层青年干部脚踏实
地、履职尽责，拒绝推诿扯皮，放弃
安逸“躺平”，在为民服务中真真切
切实现自我价值。

力学笃行，求真务实，练就过
硬的实干本领。“刀在石上磨，人
在事上练”，基层是一个锻炼人、

发展人的实践天地，是自我学习的
绝佳之地。基层青年干部应注重实
践 ，不 做“ 只 闻 其 声 ”的 旁 观 者 、

“ 只 看 其 景 ”的 观 光 者 、“ 只 知 其
言”的倾听者，躬行求真，深入基
层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脚
步丈量民情民意。应当善于找准关
键，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围
绕工作重心和群众需求来谋事干
事；以开拓创新为动力，以敢为人
先为勇气，大胆设想、勇于创新，
提出一些别人想不到的点子，解决
一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扎实练
就实干本领。

牢守底线，拒腐防变，筑牢坚固
的廉洁防线。基层工作环境相对来
说较为复杂，青年干部面临各种利
益诱惑和思想考验时，容易失去自
我、迷失方向。正所谓“心不动于微
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基层
青年干部须谨防“糖衣炮弹”，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各种
挑战，切实增强自身防腐拒变能力。
时刻做到自重自省、慎独慎微，永远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要始终绷
紧廉洁从政这根弦，筑牢防线、守住
底线、不越红线。

@青年干部，摹绘春日“自画像”

舒幼民

春耕时节，大地遍绿。笔者有机会
来到乡村，在田间地头和农民朋友一
起聊起种粮的话题，有满满的收获。

年年“一号”，岁岁“三农”。实施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紧紧
盯牢粮食生产，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首次提出的新亮点、新目标，也是今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
任务。为何要在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
在1.3万亿斤以上再提升千亿斤？如何
实现？面临的瓶颈难题有哪些？

我国的粮食产能年年都在提升，
2010 年就已达到 1.1 万亿斤以上。党
的十八大以来，紧紧端牢中国人饭碗
的意识不断深化，把这块“压舱石”紧
紧攥在自己的手中，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不断提升，接连迈上了1.2万亿斤、
1.3万亿斤新台阶，去年粮食产量达到
13731亿斤，创下历史新高。产量是指
标，产能是基础，拥有这个生产能力
和基础，事到需要、事到关键才能有
能力产得出、供得上。当前，我国粮食
安全有可靠的保障，但基础还显薄
弱，不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都应引起我
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地域冲突连
绵起伏，世界性饥荒触目惊心，严重威
胁粮食产量；国内粮食还将长期处于
紧平衡状态，消费量的刚性增长，结构
性的消费由单一转为多元，大豆、油料
自给率偏低，饲料粮不足等粮食生产
结构性矛盾还制约我们大国粮仓的基
础。此时，提出粮食产能再提升千亿斤

的目标，符合对国际国内粮食生产能
力和形势的精准分析和判断。

粮食产量的平台已经很高了，越
往上走难度就越大，就更需要我们严
守粮食生产的底线、红线。18 亿亩的
耕地红线必须确保，不能突破，而且
必须是良田。中央一号文件今年还首
次提出严防“割青毁粮”。所谓“割青
毁粮”，就是有些地方提前收割还未
成熟的小麦，做成青贮饲料卖给饲料
企业，这种严重威胁口粮安全的行为
一露头就应当加以制止。全力抓好粮
食生产，稳面积、提产能、树立大食物
观、大力开发创建吨粮田、提高单产，
用科技手段助农种好粮、种高产粮，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新增千亿斤，政
策是关键，把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主
产区抓粮的积极性相统一，从价格、

补贴、保险上让种粮农民吃上定心
丸，让种粮农民的口袋随着粮食产能
的提升不断鼓起来，再增千亿斤的目
标是可期的。

明察秋毫察大势，运筹帷幄观大
局。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题中之义、重中之重。握紧农业农
村现代化这块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
石”，端紧端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
饭碗”。“三农”向好，农业基本盘向
好，粮食产量产能再增千亿斤，再上
新台阶，为全局赢得主动，为应变局、
开新局占得先机。

大地春启，万物“耕”新。播下的是
种子，耕耘的是希望。丰收的果实，只有
靠勤劳的汗水来浇灌。只要我们只争朝
夕、久久为功，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一定能在台州结出硕果。

万物“耕”新话种粮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
管”，我市不再提供社会面常态化核酸检
测采样服务。自此，分布在大街小巷的核
酸小屋功成“下岗”，成了闲置的社会资
源。来看看台州各地的核酸小屋“变身
记”。（据《台州晚报》3月10日2版）

@淘汰：核酸小屋完成历史使
命 后“ 转 岗 再 就 业 ”，为 市 民 提 供
各 种 爱 心 服 务 ，给 大 家 带 来 惊 喜
和 满 满 的 幸 福 感 ，成 为 各 地 一 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华 丽“ 变 身 ”物 尽
其用，赞！

@水手：做好数量庞大的核酸
小 屋“ 再 就 业 ”文 章 ，需 要 城 市 管
理者做好调研、科学谋划、分类施
策，统筹协调，也需要让市民参与
其 中 ，“ 接 盘 ”之 后 让 它 们 发 挥 更
大作用。

@苦茶子：希望核酸小屋改造
能 因 地 制 宜 ，兼 具 美 观 和 实 用 价
值，同时也期待更多新的尝试与探
索，让每一个“小转变”，都能“转”
到人们心里，真正使市民感受到便
利和温暖。

▲
▲

小修小补”去哪了？不少市民四
处寻找却无功而返。近日，记者走进
街头巷尾，寻找城市里的“小修小
补”，可“小修小补”，街头难觅踪迹。
（据《台州晚报》3月10日3版）

@恋歌：正所谓“缝缝补补又三年”，

人们对“小修小补”服务的需求一直存
在，通过“小修小补”让自家的闲置资源

“活”起来，服务的是百姓“大民生”。

@轨迹：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
用于从事“小修小补”设摊经营；也可以
利用好商业设施、小区公共设施的“边角

料”，制订精准管理措施，让这些手艺师
傅能安安心心守摊子、搞经营。

@等风来：生活不只是高档商超，
更是街头巷尾的日常，只有当城市管
理和“小修小补”不再是对矛盾体，后
者才能在百姓的生活圈里扎稳根。

艾才国

3 月 13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回答中
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我长期在地方工
作，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坐在办公室碰
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
办法，高手在民间。我们一定会推动各
级干部多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
师，帮助基层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3月13日央视新闻）

李强总理的这些话，很接地气，充
满哲理，赢得了许多网友的赞同。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然而，实际工作中，不少
党员干部却不能沉到一线去调查研究，
他们有的光是坐在办公室不起身，走进
机关大院不出门；有的偶尔到一线去一
下，“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
稿子”，“沉”不下去，体验不来实情，对
一线情况若明若暗，其结果只能是：抠
破脑袋，写不出材料；绞尽脑汁，找不出
解决问题的办法，降低了自身形象，更

重要的是贻误了事业发展，害莫大焉。
俗话说得好：“脚上有土才能心中

有谱。”只有卷着裤脚，轻车简从，“鞋
上满是泥土”，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
才能“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找准问
题，摸准底数，探究破解之道。倘若没
有立党为公的执政情怀，不怕吃苦的
工作作风，攻坚克难的工作勇气，是很
难用好调查研究这把“金钥匙”的。

当然，要想用好调查研究这把“金
钥匙”，摸清一线群众所需、所想、所
求、所盼只是第一步，将调研到的第一

手资料带回来，认真讨论和研究，在充
分吸纳基层和群众意见基础上，理出
主次、区分缓急、寻出对策、对症下药，
将整改措施、工作建议等写进工作计
划、放进工作措施，并形成规划制度，
或“特事特办，马上就办”，或“整体推
进，分步实施”，或“各司其责，交由其
他部门办理”，不断化解矛盾惠民生，
解决问题促发展，这样的调研才有意
义，可有助于各级政府和管理者掌握
实情、研判形势、科学决策，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用好调查研究这把“金钥匙”

陶祎之陶祎之//制图制图

陈进红

最近，社交媒体上“甲流抗原售
价已超新冠抗原10倍”话题引发热
议。据报道，目前甲流抗原试剂十分
抢手，部分经销商手中已经没有现
货，需要等待3天至4天才能到货。

同时，甲流抗原试剂价格一路
飙升。电商平台上，甲流抗原试剂每
份零售价格从30元至70元不等，而
此前一度成为“硬通货”的新冠抗原
试剂，如今每份零售价格已低至 2
元至3元，相比之下，甲流抗原价格
是新冠抗原的数十倍。不少网友纳
闷：“为什么甲流抗原又贵又难买？”

提起甲流，很多人可能不太熟
悉，但如果说到“流感”，估计大家
就都明白了。甲流年年有，今年也
别慌。其实，今年甲流来势汹汹是
在意料之中。前几天，中国疾控中
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微
博长文表示，过去3年的新冠防控
措施，在防控新冠的同时，也预防
了流感的传播流行，这也使得全人
群对流感的免疫力有所下降，为流
感的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那么，有没有必要囤甲流抗原？
这几天医疗专家通过媒体或社交网
站不断发声：没必要。因为这次甲流
看似凶猛，但实际上是个“熟悉的陌
生人”，甲流不是新问题，是季节性
流感。而且现在就医买药的渠道也
很通畅，与其花更多钱去获取一个
未必精准的检测结果，还不如跑一

趟医院及时诊疗来得有效。
其实，随病毒起舞的，还有试图

借病毒牟利的黑手。从连花清瘟、布
洛芬、蒙脱石散，到前段时间奥司他
韦的炒作，再到当下甲流抗原的价
格一路飙升，一波又一波囤药潮，不
排除有些人别有用心，囤积居奇。对
这些不法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会同国家药监局连续加大曝光力
度，在今年年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曝光了4批38件典型案例。这些案
例中就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的。

消费者要保持客观冷静，小心
入坑，不要被焦虑收割“智商税”。想
一想，当初新冠抗原试剂价格如何在
短短半个月内坐了一趟“过山车”。同
样，甲流有较强季节性，市场需求也
一样不具备持续性，待高峰一过，甲
流抗原试剂价格将很快回归正常。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个别经营者的小心思，终究无法逃
过监管者的法眼。治理囤积居奇、哄
抬药价乱象，既需要相关部门的专
项检查行动，毫不留情、快速反应、
露头就打，又要放大理性声音，化解
民众的焦虑，给民众吃下“定心丸”。
要知道，甲流的首选预防方式是接
种疫苗，勤洗手、戴口罩等仍然有
效。对于流行病毒的防治，不仅靠药
物，更有赖于良好的饮食、运动、心
理、睡眠，提高免疫力。同时，相关部
门也要做好医疗物资保障供应工
作，让那些想收割“病毒红利”的人，
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别再掉进“囤药”的坑

重拳出击重拳出击 维护权益维护权益

黄保才

一个地方，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汇聚在一起，该是什么
样的况味？台州市第二届文化创意精品展会告诉你：在感
官震撼中倍增文化自信。

没想到台州有如此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涵盖我们
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没想到台州人的灵感如此丰沛，将真
正的创意演绎得淋漓尽致、活色生香；没想到现代科技与
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会催生出超越传统、引领时尚的

“潮”生活。没有人不爱上这一届文创展，她让喜乐的人更
乐，让消沉的人振起，让平淡的人不再平淡。

这是大台州的高光时刻，文化潜力的偶尔露峥嵘，不需
别人的掌声与喝彩；这是“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浓墨重彩的
一页，“山海水城”的美艳绝伦，“制造之都”的一个侧面，“和
合圣地”的要义精髓，都和盘托出，尽情展呈；这也是台州人
唤起本土文化自信，后来居上会有期的一次“牛刀小试”。

当万年下汤遗址的鱼身纹，被拓印到当代手绢上，仿
佛历史浓缩了，时光停滞了，生命变得隽永；当一根枯藤在
能工巧匠的操持下，化作古色古香的“和合”之窗，你会觉
得大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糅合，是一种优美不可方物的神
奇；当数字作为高科技，赋能日常事物，你会惊呼，生活原
来可以变得艺术，你能不换衣服而拍一张古装照，你能隔
空将远方的风景一览无余。所有这些，都昭示着一个道理：
用文创打量生活，生活将变得更美好，而且一切皆有可能。

用文创打量生活，不是盯着狭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而是站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高能级城市、促进高水平
共富，在台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再创新辉煌、再上新台
阶”“三高三新”层面，加以审视发力。文化创意渗透在生产
生活的各个领域，本身又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台
州奋进“三高三新”，离不开文化创意赋能，更离不开独具
魅力的文创产业附丽。而这两者，都需要解放思想，打破头
脑中的“坛坛罐罐”，立足本土，拓宽视野，激发创意，倾力
创新，以实现“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创化”。唯如此，高质量
发展、高能级城市、高水平共富才有深沉内涵。

用文创打量生活，必须立足本土，坚持传承与创新
相结合，打响台州文化品牌。“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
的”，这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认知。“文化传万年，和合润
古今，山海铸风骨，垦荒立精神，情义溢全城”，这25字是台州鲜明的文
化标识，也是发展文创的精神要义。一方面，挖掘台州文化基因，延续
历史文脉，唤醒“台州记忆”；另一方面，抢抓跨界融合风口，推动文化
与科技、旅游、金融、新媒体等深度融合，特别注重用数字化等现代科
技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更加注重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打好“文化
牌”，打造特色鲜明、独具魅力的文旅产业集群。

用文创打量生活，有赖于将高品质、上规模的文创展常态化、长效
化。这次台州文创精品展盛况空前，火爆出人意料，表明文化创意及其
产业，契合民众需求，满足民众口味，甚接地气，颇受欢迎，文创展因此
而延期。这次文创展除了“文气荡漾”，“潮”气时尚，还设立“摊·玩文创
潮流市集”，并首开“夜模式”，让文创美物、非遗手作既展且销，让“吃
的是文化”实至名归，让烟火气在这个城市角落升腾不息。所有这些创
新举措，值得认真复盘、传承、推广。展会一时，展馆隽永，假以时日，台
州文创展不妨变成文创馆，成为魅力台州的一个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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