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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

深刻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
优势，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
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
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彰显
了我国国家治理在民生领域的
极大优越性。充分认识和理解
这一显著优势，对于进一步坚
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并将其
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这一显著优势在于明确
了民生保障制度的性质、定位
和根本出发点。毛泽东同志曾
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
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为什么人
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
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
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与党性高

度统一，将“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逻辑。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发展为
了人民、以增进民生福祉作为
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群众有
收 入 稳 步 提 升 、 优 质 医 疗 服
务、教育公平、住房改善等多
层次需求，我们的工作就要从
解决这些问题和需求入手。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
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正
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党
不断谋民生之利、不断解民生
之忧，才会使我国的民生保障
取得今天的历史性成就。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发展依靠
人民，形成“人人参与、人人
尽力、人人享有”的氛围。历
史和实践证明，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是我国民生领域取得

巨大成就的重要显著优势。
持续不断改善民生增进福

祉。这一显著优势体现在我国
对民生保障制度接续连贯的规
划实施和始终不渝的努力上。
坚 持 在 发 展 中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所系。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民生工作的思路和重点不同，
但总的目标和方向是一脉相承
的。从“一五计划”的制定到

“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从解决
温饱到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从遍地文盲到高等教
育普及化，从“东亚病夫”到
全民健康，从几代蜗居到住有
所居，民生质量和效益更加突
出，民生改变世界瞩目。正是
我 们 党 团 结 带 领 人 民 持 续 奋
斗，补短板、强弱项，才结出
今天民生巨变的硕果。因此，
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增进人
民福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显著优势之一。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强调的，“保障和改善

民生我们没有终点，只有连续
不断的新起点”。抓民生要抓住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我们党抓住最需要关
心的群众，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
而不舍向前走。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
显著优势在于引领了民生保障
制度改革与深化的方向。方向
明，则改革兴、思路清。走共
同富裕的道路为民生保障制度
的完善提供了基本路径，使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
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初期，
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
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
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
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
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
同 的 富 ， 这 个 强 ， 是 共 同 的
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
也多次讲“社会主义最大的优
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进

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背景下强调共同富裕意义更加
凸显。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的 本 质 要 求 ， 决 不 能 出 现

“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
现象，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
情做好，不断调整民生保障等
制度安排，注重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
力使全体人民在“民生七有”
上持续取得新进展。正是在共
同富裕道路的引领下，我们党
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激发了
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才有了
今天人民福祉的普遍提高和社
会长期稳定。因此，走共同富
裕的道路是我国民生领域取得
重大成就的又一显著优势。尽
管 未 来 民 生 建 设 依 然 挑 战 重
重，但只要我们坚持并践行这
一 优 势 ， 就 能 “ 积 小 胜 为 大
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

充分认识我国民生保障制度的显著优势
■张剑锋
《说文解字·十四下·阜

部》：“阜，大陆也，山无石者，
象形。凡阜之属皆从阜。 ，
古文。”意思是阜指大陆，即没
有石头的土山。“山无石者”区
别于山的定义“有石而高”。

小篆“阜”像山的台阶形，
《说文解字》 古文“阜”可拆解
为“厂 （hǎn） ”、“三”、三个

“口”，其中“厂”代表崖岩，
“三”代表台阶，“三个口”代表
多个连续起伏的山峦，组合起来
表示起伏的高地。把“阜”的甲
骨文形体向右旋转90度，其横视
图与甲骨文“山”字很像，都是
平地（下方一横）起波折，区别
在“阜”的波折平缓，而“山”
的波折高峻。“阜”组字时演变
作“阝”，大都在字的左边，所
以称“左耳旁”。

邑(阝左) 部的字多与高地有
关，字义有的指向高地的名称，
如陈、陶、陵、阿、陆；有的指
向高地的性质，如险、陖、陗；
有的指向高地的功能，如阻、
隔、防、障；有的指向事物与高
地的位置关系，如阴、阳；有的
指向通往高地的凭借，如阶、
陛、除；有的指向人或物在高地
上 的 活 动 ， 如 队 （坠）、 陟 、
降、陨、隐等。

陈，其繁体为陳，本为地
名，指河南宛丘，即今周口淮
阳。《说文解字·阜部》：“陳，
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从阜从
木申声。”陈地相传为伏羲画八
卦的地方，地势高，所以从阜；
伏羲有木德，所以从木；申表声
音。西周初年，舜帝的后代妫满
接受周武王的分封建立陈国，其
后代以国号为氏，这就是陈姓的
来源。

陶，本为地名，即今山东定
陶。《说文解字·阜部》：“陶，
再成丘也，在济阴。从阜匋声。

《夏书》 曰：‘东至于陶丘。’陶
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
唐氏。”尧的封地先在山东定
陶，后在河北唐县，所以号陶唐
氏，其后代以封地为氏，是为陶
姓来源之一。

陵，本义是大土山。《说文
解字·阜部》：“陵，大阜也。”
今河南漯河有召陵。后引申指陵
寝、陵墓。

阿，本义是大陵，即比陵更
大 的 土 山 。《说 文 解 字 · 阜
部》：“阿，大陵也。一曰曲阜
也。从阜可声。”陶渊明 《拟挽
歌辞》：“死去何所道，托体同
山阿。”

陆，繁体为陸，本义为高而平
的地方。《说文解字·阜部》：“陸，
高平地。从阜从坴，坴亦声。”

险，繁体为險，其本义为要
隘、不易通过的地方。《说文解
字·阜部》：“險，阻、难也。从

阜僉声。”
陗，本义是山高而陡，后引

申指严厉。《说文解字·阜部》：
“陗，陖也。从阜肖声。”此意现
写作峭。

阻，本义是险要的地方。
《说文解字·阜部》：“阻，险
也。从阜且声。”

隔，本义是阻隔、隔断。
《说文解字·阜部》：“隔，障
也。从阜鬲声。”

防，本义是堤坝。《说文解
字·阜部》：“防，隄也。从阜方
声。埅，防或从土。”堤坝亦是
土高而平，所以从阜。

障，本义是阻隔、阻塞。
《说文解字·阜部》：“障，隔
也。从阜章声。”组词有障碍、
一叶障目等。

阴，繁体为陰，本义指山的
北面及水的南面。按传统的阴阳
学说，这些地方属阴。《说文解
字 · 阜 部》：“ 陰 ， 闇 （àn）
也。水之南，山之北也。从阜侌
声。”闇同暗，指阳光照射不到
的地方。

阳，繁体为陽，本义指山的
南面及水的北面。按传统的阴阳
学说，这些地方属阳。《说文解
字·阜部》：“陽，高、明也。从
阜昜声。”

阶，繁体为階，本义为台
阶。《说文解字·阜部》：“階，
陛也。从阜皆声。”因台阶高低
有差，所以引申出品级、层次等
意思，如官阶、阶层、阶级等。

陛，本义为台阶，后专指帝
王宫殿的台阶。《说文解字·阜
部》：“陛，升高阶也。从阜坒
声。”古代臣子言于帝王，不敢
直视其面，而由陛下所立之侍者
转述，是以言称陛下。后来“陛
下”就成为与帝王面对面应对的
敬称。

除，本义为宫殿的台阶。
《说文解字·阜部》：“除，殿陛
也。从阜余声。”后引申指授予
官职 （因授官之事常在阶前进
行，此地点的选择亦暗含台阶的
渐高之意）。授予新职，常伴随
免除旧职，所以除又引申出了免
除、清除等义。

陟 （zhì），本义指由低处
向高处走。甲骨文字形由“阜”
和两个脚趾向上的脚印组合而
成，会意出登高之意。《说文解
字·阜部》：“陟，登也。从阜从
步。”后引申为提拔、奖励，如
诸葛亮 《出师表》：“陟罚臧否，
不宜异同。”

降，本义为从高处向低处
走。甲骨文字形由“阜”和两个
脚趾向下的脚印组合而成，会意
出下降的意思。《说文解字·阜
部》：“降，下也。从阜夅声。”

陨，本义是坠落。《说文解
字·阜部》：“陨，从高下也。从
阜员声。《易》曰：‘有陨自天。’”

邑(阝左)

■吕秋霞
在2020年5月召开的市七届

人大五次会议上，刘尚进市长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要加
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打造
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
并就如何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
品产业生态，做出了具体部署，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市七届人大
五次会议精神，把这些决策部署
落实落细落好。

以“三链同构”促三次产业
融合，着力延伸产业链。新常态
下，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各类食品绝对消费量也将大
幅提高；加之城镇化步伐不断加
快以及农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
高，可以预见我国食品消费的绝
对需求还将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
较高的增速。同时，随着居民收
入上升，居民对于食品的消费就
会从“必需食品”向“奢侈食
品”转变。方便、功能、特殊人
群膳食食品在未来都将成为食品
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因此，漯
河食品产业应随势而变、因势而
动。如何打造现代食品产业体系

坚持集群发展、延伸产业链，市
委、市政府已做好了战略安排，
即重点抓好“六个打通”，打通
食品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着力培
育食品机械产业尤其是面制品加
工设备；打通食品产业与漯河的
造纸等产业，发展食品包装产
业；打通食品产业与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功能性食品、保健性食
品、医用食品，积极引进生物医
药产业；打通食品产业与漯河舞
阳县的盐化工产业，培育高端、
绿色食品添加剂产业；打通食品
产业与物流产业，发展以冷链物
流为重点的食品物流产业；打通
食品产业与动物饲料，着力发展
猫粮、狗粮等宠物食品。瞄准行
业龙头企业开展招商、抓好企业
引进培育、强化项目支撑、全面
延链补链。方向明，目标清，我
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升价
值链。漯河虽然是中国食品名
城，但整体来看，漯河食品行业
科技要素占比较低，产品种类、
层次较为单一，发展依然较为粗
放，产品细分程度较低，没有形
成高中低端层次有序，覆盖婴、
幼、孕、老年消费群体的产品结
构，无法很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适应现代人们食品消费需求，市
委、市政府提出，重点抓好研发
平台建设，加强科技创新，推动
产学研协作，加快建设食品产业
研发创新基地、产学研融合示范
区和人才集聚地大力开展食品工
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
动，推动食品企业围绕“健康”
主题，大力开发药食同源、增强
人体免疫力的绿色健康食品；完
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食品产业
标准化体系，落实政府质量激励

机制，全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市”。这些措施立足漯河实
际，又符合现代人们消费发展趋
向，给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食品
产业指明了方向。目前，全市食
品产业的市级以上研发平台已达
70多个。漯河食品研究院入选河
南新型研发机构，实现了我市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零突破”。漯
河农业科技园区通过科技部验
收。临颍、舞阳成为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县。中大生物、亲
亲食品主导行业标准制定，填补
了植物提取、运动保健食品监管
领域空白。新增“绿色食品”认
证 10 个、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20
个，漯河市国家肉制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成为2019年度十大“质
量之光”卓越技术机构之一。正
在编制的《漯河市标准化战略发
展规划》等“1+N”体系，着力

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食品标
准化科研孵化基地、食品产业标
准化技术联盟，最终建立起高于
国家标准的食品特色标准。这些
为提升价值链，完善丰满的绿色
食品产业生态创造了条件，我们
要充分利用。

坚持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供
应链。在打造供应链方面，漯河
市已围绕建设高品质原料基地，
推进高效种养业转型升级作了前
期探索，重点抓了提升源头供应
质量、推进主食产业化、提高供
给效率、促进三次产业融合等四
个方面的工作，围绕提升小麦质
量效益，推动面制品生产企业、
面粉加工企业、粮食仓储企业、
小麦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农
科院和小麦育种专家五个层面的
深度合作，探索面制品全产业链
发展模式。由河南省农科院小麦
专家许为钢团队牵头的小麦产业
联盟，短短一年时间就发展订单
基地20万亩。这些都为我们完善
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打下了
良好基础。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着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产业生态

■新 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

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污染防治攻坚战成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
攻坚战之一，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深入推进……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部署和
有力推动下，污染治理取得显
著成效，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蹄疾步稳，美丽
中 国 画 卷 徐 徐 铺 展 ， 诠 释 着

“两山”理念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强大真理力量，也为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两山”理念的要义，是
科学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二者相
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实践中
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挖
山 “ 卖 石 矿 ” 到 护 绿 “ 筑 金
窝”，从关停“小散乱”到迈向

“高精尖”，各地的发展实践，
印 证 着 一 个 朴 实 而 深 刻 的 道
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是
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和

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生态本
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
展 生 产 力 。 坚 持 在 发 展 中 保
护 、 在 保 护 中 发 展 ， 就 能 让

“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带来“金
山银山”，造福广大人民，实现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没有止境，
解 决 环 境 问 题 更 需 久 久 为
功 ， 路 子 选 对 了 就 要 坚 持 走
下 去 。 面 对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和
各 种 风 险 挑 战 ， 更 加 需 要 保
持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战 略 定

力 ， 牢 固 树 立 生 态 优 先 、 绿
色 发 展 的 导 向 ， 不 能 因 为 经
济 发 展 遇 到 一 点 困 难 ， 就 开
始 动 铺 摊 子 上 项 目 、 以 牺 牲
环 境 换 取 经 济 增 长 的 念 头 ，
甚 至 想 方 设 法 突 破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越 是 发 展 形 势 复 杂 严
峻，越要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
理 念 ，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治
理，不断推进绿色发展，这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必 然 要
求，也是我们攻坚克难、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转型升级前景广，绿色发
展 天 地 宽 。 绿 色 发 展 既 是 要
求，更是出路。只有坚持绿色
发展，向改革创新要动力，才
能 找 到 “ 绿 水 青 山 ” 转 化 为

“金山银山”的方法路径，为高
质量发展筑牢根基、激发动能。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践行“两山”理念，沿着
绿色发展之路开拓前行，新时
代 美 丽 中 国 的 画 卷 将 更 加 壮
美，美好生态将为人们的幸福
生活注入更多能量。

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北 青
每一种标准都可以形成正向

的“倒逼效应”。就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并把反对
餐饮浪费、食品浪费列入多种标
准，有利于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稳定长效的约束机制。立法
机关已经围绕制止餐饮浪费开展
相关调研工作，加之商务部、文
化和旅游部等部门陆续出台相应
的规范标准，我国一定能建成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长效机制体系。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
实培养节约习惯，最近受到社会
各界高度重视，纷纷推出各种真
招实策。如商务部 8 月 17 日表
示，将完善餐饮节约规范，出台
制止餐饮浪费措施。文化和旅游
部通过制定、修订标准，加强对

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等举措，全面
制止食品浪费。

有关部门推出的餐饮节约举
措，大多着眼于覆盖全行业乃至
全国范围。其中，旅游行业可能
是除餐饮行业之外遏制餐饮浪费
任务最重的行业——旅游业本身
含有旅游餐饮，此外还包括景
区、饭店、民俗等细分领域，几
乎每个旅游细分领域都涉及餐
饮。所以说，旅游行业理应成为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阵地。

从以往情况看，部分旅游单
位餐饮浪费严重。此次文化和旅
游部打出“组合拳”，开展制止
餐饮浪费专项行动，来得及时且
很有必要。其中，准备把反对食
品浪费列入旅游住宿业和旅游景
区标准，应该说是文旅部门治理

餐饮浪费的最有效措施。因为一
旦纳入相关标准，旅游单位为了
自己利益，不得不把餐饮节约提
到重要位置，相信会自主探索推
出各种节约措施。

目前，多数旅游景区都根据
服务质量被评定为相应的等级，
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AAAAA、
AAAA、AAA、AA、A级，评定等
级主要根据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一旦把反
对食品浪费列入这些标准制度，可
望对景区管理者依法依规制止餐饮
浪费形成“倒逼效应”。

星级酒店也是如此。根据《旅
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GB/
T14308-2010）及相关规定，星级
酒店的服务质量必须符合相应标

准，否则将面临被“摘星”的风
险。如果把制止餐饮浪费列入上
述标准，也可望形成“倒逼效
应”，旅游饭店经营者无论是为
提高星级还是保住星级，都不得
不依法依规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其他领域在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时，也可以考虑把制止餐饮浪
费纳入相关标准。比如文明行为
规范可以考虑加入制止餐饮浪费
的规范。比如，卫生城市、卫生
单位的评选标准中，如果把制止
餐饮浪费作为标准之一，应该说
也不算突兀——餐饮浪费制造了
更多的垃圾，破坏了环境卫生和
城市文明形象，而做好制止餐饮
浪费的工作，也是在为保护环境
和提升城市文明加分。

每一种标准都可以形成正向

的“倒逼效应”。就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并把反对
餐饮浪费、食品浪费列入多种标
准，有利于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稳定长效的约束机制。目
前，立法机关已经围绕制止餐饮
浪费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加之商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陆续
出台相应的规范标准，我国一定
能建成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长效
机制体系。

任何制度、标准都需要有效
落实，制止餐饮浪费列入旅游业
标准也不例外。需要各级旅游监
管部门投入足够的人力、资金和
技术，依法监督景区、饭店、民
俗等旅游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标
准，将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
习惯进行到底。

遏制餐饮浪费需要更多“倒逼效应” ■蒋 萌
高考发榜，有人因考上心仪

的高校而欢喜，有人因没考上而
忧伤。中国青年报官微发起了

“你觉得大学学校会决定未来的
出路吗”的调查，在 1.8 万名受
访者中，48.6%的人认为“大学
学校能决定奋斗的起点在哪”，
33.8%的人觉得“比起上什么大
学，怎么上大学更影响毕业出
路”，仅 8.8%的人认为“大学学
校直接决定未来出路”。

近半数受访者认为，大学学
校能决定奋斗起点，是中肯的。
必须承认，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
校在教育软硬件上有差异，考入
重点高校的学子具有更好的起
点。但起点毕竟是起点，能否保
持努力学习的劲头，是不是一步一
个脚印地奋斗，更会深刻影响学子
们未来的人生高度和广度。起点或
许有不同，奋斗面前人人平等。

同一所高校，同一起点，毕
业时的境遇也很不相同。既掌握
书本知识，又具有实习经验，还
会独立思考的毕业生，往往受用
人单位欢迎。上大学起就积极准
备考研或留学，汗水付出得到回
报，获得进一步深造机会，也值
得祝贺。大学期间搞科研原创，
或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毕业后投
身自主创业更当点赞。社会更重
视实际能力和进取心，而不单看
大学毕业证书。

考上大学远不是船到码头车
到站，莘莘学子还有很长的路要
坚韧跋涉。年轻人既不能骄傲自
大，又不可轻易给自己设限，自
身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取决于
自己的努力。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没考上大学也别气馁，社会
本身就是一所大学。只要肯学
习、肯下功夫，照样可以成才。

大学只决定奋斗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