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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全市党史学习教育
总结会议召开，对去年以来党史学
习教育进行系统总结，对今后常态
化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新部署，号召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扛起光荣使命，跑出昂扬
态势，奋力谱写“镇江很有前途”现
代化建设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有部署有总结，是我们党推进
工作落实的一项行之有效好办法。
但对于党史学习教育来说，总结不

是终结，广大党员干部绝不能有歇
脚停顿，甚至有“大功告成”的想
法。党史是一本读不完的“学习教
材”，是一座挖不完的“精神富矿”，
我们要持续学习下去。应该说，自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
聚焦“六专题一实践”重点任务，全
面动员部署，精心组织实施，从严从
实推进，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
潮，既示范带动、又联学互动，既广
泛覆盖、又突出重点，既发扬传统、
又创新方式，高标准完成了各项任
务。通过入脑入心学党史、笃信笃
行悟思想、用心用情办实事、扎实奋
斗开新局，全市党员干部政治意识
进一步增强、对党忠诚进一步筑牢，
理论武装进一步强化、信仰之基进
一步夯实，宗旨意识进一步深化、为

民情怀进一步扎根，干事激情进一
步提振、奔跑动能进一步激发，实现
了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的既定目标。

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是一项长
期任务，没有“休止符”，更不能按
下“暂停键”。各级党组织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用
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制度和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用好
镇江丰富的红色资源，巩固深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有效机制，引
导党员干部在学而思、学而悟、学
而行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在
党史学习中锤炼忠诚品格，在学深
悟透中强化理论武装，在立足全局
中勇担使命责任，牢记“国之大

者”，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
差，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
保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
向坚定前行，以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忠实践行“两个维护”。

党史学习教育没有“终点站”。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今天，镇江现代化建设的美
好蓝图已经绘就。在新时代的征途
上，既面临重大机遇，也经受严峻挑
战，更有诸多“硬骨头”需要啃下，要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开创发展新局的
强大动力，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
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
品格，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努力创
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赢得
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党史学习教育没有“终点站”
辛平

近日，镇江市地名委员会发
布通告，一批新地名正式“上
线”。丁卯的一批“经纬路”变成
了“望城岗路”“望京楼路”“东泾
路”“漕河路”。许多网友为新地
名点赞，称这些名字取得既有特
色又朗朗上口，看着这些名字，镇
江城的历史风貌便跃然眼前。

这批新地名，贵在留存了城
市记忆。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记
忆，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保留在
城市肌理之中，沉淀成独特的城
市风貌。地名取名不仅代表着特
定的地理位置，更承载着丰富的
文化信息，蕴含着地方特色、历史
事件、人情风俗、情感传承等。地
名中有着当地人接续千百年的情
感传承，保护这份情感传承，也是
在保护一代代人对于城市的历史
记忆。

这批新地名，重在保护了城
市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
有文化浸润的城市才具有独一无
二的气质和特色，没有灵魂的城
市只是一处毫无生气的钢筋水泥
丛林。随着城市的变迁，许多名
字已经成为历史，如今的镇江城
已不见“望城岗”“望京楼”“漕
河”这一批新地名，让城市历史与
文化得以延续，也为“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提供最具
张力的情感载体。

这批新地名，不仅关联过去，
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用好
新地名，就要让这些名字“活起
来”，就要讲好这些名字“背后的故
事”。比如发挥文化载体作用，对
地名背后的故事进行新诠释、新表
达，让人们在可念可想的名字中，
接受文化熏陶，感悟城市历史。

其实，不仅是地名。从文化
景观到历史街区，从历史遗迹到
地方习俗，众多的城市文化遗产
都是我们要讲好的“故事”，有了
这些“故事”，城市才有了历史文
脉。讲好了这些“故事”，我们才
能找到更多的城市文化认同感和
归属感。

摘要
“基于未来”的规划或曰战略，

判断皆源于“洞察”，洞察时代与产业
趋势的转变；布局皆源于“预见”，预
见下一代经济蓝海。强调“基于未
来”，并不是否定“立足当下”。只是在

“变局”成为当下及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的核心特征的背景下，跳出“当下”
视野，跳出路径惯性，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当是我们从容应对挑
战、全力抢抓机遇的最佳路径。

发展规划，一般而言，都是立足
当下、面向未来。日前，《成都市“十
四五”新经济发展规划》正式印发。
作为“十四五”时期成都市推进新经
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规划》提出
具体目标，并勾勒出未来“路线
图”。细读这份规划，却深深地感
觉，与通常规划皆以“立足当下”为
基点相比，这份《规划》，更多地凸现
出了以“基于未来”为出发点的特
性，颇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先看《规划》的内容。其构建成
都发展新经济的发展方式，是提出
了“新赛道、新场景、新主体、新载
体、新生态”的“五新”方法。具体包
括：聚焦产业细分领域布局新赛道，
锚定新经济发展重点；聚焦业态模
式创新营造新场景，形成城市高质
量供给；聚焦增强产业核心能力培

育新主体，汇聚新经济“城市合伙
人”；聚焦赛道落位布局建设新载
体，提升产业集聚效应；聚焦资源要
素协同构建新生态，激发城市创新
创造能力和市场活力。

这其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则是
“新赛道”。《规划》解释，新赛道作为
以新技术新模式为核心竞争力的新
兴产业或细分领域，具有引领性发
展、颠覆性创新、爆发式成长特性。
为此，《规划》提出，把握科技变革趋
势、产业发展规律、城市功能定位和
赛道成长逻辑，重点培育“优势赛
道”、大力支持“基础赛道”、前瞻布
局“未来赛道”。并据此锚定新经济
发展方向，布局了32个新赛道。《规
划》还说，将根据新兴前沿科技发展
趋势，动态调整重点赛道布局，推动
新经济形态向垂直赛道精准发力，
全面提升新经济发展位势能级。

感觉出了没有？《规划》并没有
多少着墨于“我有什么”“我强什么”
或者是“我的产业基础怎么样”，字
里行间透露出的是这么两句话——
判断皆源于“洞察”，洞察时代与产
业趋势的转变；布局皆源于“预见”，
预见下一代经济蓝海。然后，在城
市经营中把各种人和资源整合好，
最终实现城市发展的“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所以，成都的这份

《规划》，可以称为——“基于未来”。
“基于未来”的规划或曰战略，

掀起智能手机革命、颠覆了传统手
机业的苹果乔布斯曾有言：“有些
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
么’，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
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

想要什么。”
“基于未来”的战略，在企业界

常青树IBM的商业模式转型之中，
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2000 年左
右，IBM 正值发展强盛之际。但企
业领导层敏锐地洞察到——IT 行
业发展趋势正在发生变革，各种硬
件、软件逐步发展和分化，形成一
个个的细分需求和市场，IT业变得
越来越复杂。然后，他们预见——
在未来的十年中，客户将逐渐看重
那些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即能将
各种供应商所提供的电脑零部件
和软件进行整合的技术方案以及
能将技术整合到一个企业流程中
的公司；信息技术产业将变成以服
务为主导的产业，而并不以技术为
主导。“基于未来”，IBM 谋划了新
的战略构想，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企
业转型——做行业的整合者，成为
一个综合的服务方案提供商。于
是，曾经是硬盘、PC等一系列IT产
品发明创造者的 IBM，毅然决然地
逐步放弃硬件制造者的身份，包括
2004 年将当时仍占据世界市场份
额第三名的全球个人电脑业务卖
给联想集团，转型为以咨询服务业
为主的服务型公司。2008年，尽管
全球金融危机的威胁继续存在，但
IBM 的收益依然保持稳定上升，营
业收入与税前利润均实现了创纪录
的数据。转型十年后，2011 年 9 月
30 日，IBM 市值达到 2140 亿美元，
一举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第二高
的科技企业。这是 15 年来 IBM 市
值首超微软。

强调“基于未来”，并不是否定

“立足当下”。只是在“变局”成为当
下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核心特征
的背景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当是我们从容应对挑战、全
力抢抓机遇的最佳路径。事实上，
在已经非常成熟的领域，已经有系
统的经验和规律可循的情况下，当
外部环境改变时，“当下”视野或曰
路径惯性就成了改革与发展的阻
力，让人陷于原有的模式不能自
拔。联想今日的困境，某种意义上
讲，正是因为没有能够跳出“当下”
视野，跳出路径惯性。

另一方面，即使“基于未来”，亦
不是空穴来风。IBM的服务与整体
解决方案模式，其起步于1993年就
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尚未上升到公
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层面。而成都亦
如是。2017年4月25日，成都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推进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大力培
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促进新经济快速成长。同年11月9
日，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举行。长
达 5 年的深耕，让成都逐步成了新
经济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要素
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被业界誉为

“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所
以，今日的成都，对于新经济的未
来，洞察足够敏锐，预见足够清晰。
也所以，今日的成都，能够总结出六
大新经济形态，亦能够持续不断地
推出新经济应用场景。最终，则是
我们看到了这份“基于未来”的《成
都市“十四五”新经济发展规划》。

“基于未来”，成都的这份规划，
或可说——已然赢在了起跑线上！

赢 在 起 跑 线 上 ！
——品味《成都市“十四五”新经济发展规划》

华翔

《澎湃新闻》报道，近期，各大
高校陆续公布了2021届毕业生就
业质量年度报告。其中，华中师范
大学公布的2021届毕业生未就业
人数总体占比20.95%。这些数字
跟往常高校公布的动辄接近 97%
的毕业生就业率相比有一定的差
距，却获得网友和媒体的点赞。新
京报评论称其走出了就业数据统
计挤水分、露真容的重要一步，值
得称赞。

（ 新 闻 出 处 ：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
16271853）

能把牛皮吹得鼓起来，得费一
些力。但是，要把蜗牛吹得比大牯
牛还大，还要能飞到空中，漫天飘
舞，那就不只是靠肺活量奇大，尤
须胆量奇大，脑量奇大。这在童话
世界里不算出格，但是若将此伎施
展到社会生活中去，未免荒诞。老
人们多记得，如大半个世纪前的

“亩产十三万斤水稻”的特大“跃进
卫星”，既非佳话，亦非神话，而只
能归入“瞎话”一类了。当年刮得
异常猛烈的那股浮夸风，让亿万百
姓吃够了苦头。

如今，浮躁之风并未完全褪

去，某些公仆一遇机会，还是喜欢
搞一些弄虚作假的动作，以取悦上
级、营造“政绩”，让“政绩”的形象
变得滋润起来、丰满起来、富态起
来。中央一再要求狠煞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中，就包括这类说假话欺骗领
导和群众的恶劣作风。

此时传来新闻说：“华中师范
大学公布的2021届毕业生未就业
人数总体占比20.95%。这些数字
跟往常高校公布的动辄接近 97%
的毕业生就业率相比有一定的差
距，却获得网友和媒体的点赞。”倒
是值得人们为之欣慰的消息。假
如各行各业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
都与客观实际情况相吻合，那么，
这些完全保真而毫不变形的实情
报告，能供领导层作下一步行动的
决策依据，而不会脱离实际，也不
会脱离群众，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
始终循着健康轨道向前推进，而能
避免大的失误，真正造福全体人
民。有道是：

真实坦诚“挤水分”，莫让虚假
藏公文；为官勤访民间苦，办事犹
报百姓恩。

公仆将人民当成衣食父母，才
会真正立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并一辈子始终如一坚
守不辍。这，或许就是华中师大如
实公布毕业生就业率而引发好评
如潮的根本缘由。

真实坦诚“挤水分”
吴之如 文并画

1月14日，句容市茅山镇东
霞村委会34名“股东农民”，从村
土地股份合作社里拿到了 2021
年的年终分红。手捧数千元的

“现金红包”，在场的每一个农民
笑开了花。像这样的“分红兑
现”，还会在涉农股份合作社里
陆续上演。

同一日，532.94 万元“慈善
温暖救助金”全面发放，给救助
对象送去了冬天的温暖，“兑现”
了慈善惠民的初心与担当；和平
路 13 号老小区 52 户居民“疏通
下水管道”的“多年心愿”，也在
润州区住建部门的努力下，于近
日圆满“兑现”；忙碌一年的建筑
工人拿到了辛苦钱，可以安心过
年……

类似这样的“兑现新闻”，基
本上每天都能看到。正是在这
样的不断“兑现”中，我们看到了
群众的笑容，体会到了基层党员
干部的辛苦。

“年关”之说由来已久，之所
以过年有“过一关”的说法，无非
是到了年底那些“许下的承诺”
能不能真正兑现，兑现了就是

“过关”，就能过个好年。对于个
人和家庭来说，年初“立下的
flag”，年尾一项项圆满完成，自然
皆大欢喜。正是在这样一年年
的从许诺到兑现的周而复始中，
个人逐步成长，幸福不断积累，
人生走向圆满。对于单位和地
方来说，年初制定目标任务，年
底高标准兑现完成，就是负责
任、讲担当的表现。在这样一年
年从定目标到抓落实中，地方才
能发展，群众才有收获。

作为党员干部，要有“兑现
意识”。一方面，要把上级部门
的决策部署、指示要求，做到不
走样地落到实处，特别是那些与
企业群众利益攸关的改革举措，
落实中既讲效率更讲质量，确保
让好政策、好制度效应发挥到最

大，让群众得实惠、真点赞。另
一方面，要把年初对社会公开承
诺的目标任务，做到年底有回
应。这种回应和兑现，既看结
果，看过程，也要看态度。所谓
结果，就是要看目标任务是否如
期完成，是否做到了预想的效
果；所谓过程，就是要看落实过
程中是否有数字包装等造假现
象；所谓态度，就是看年底兑现
时对群众的态度如何，既不能有
施舍傲态，也不要生硬冷漠，特
别是由于客观因素没有完成的
少数指标，一定要做好对社会和
群众的解释工作，保持好“答卷
人”应有的谨慎谦恭。

总之，在“年关”到来之际，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听到越来
越多的“兑现了”，让一个又一个

“兑现了”温暖着、激励着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一起把我
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加有温度、有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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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兑现了”温暖“年关”
辛文

城市周报

关注“镇有议思”
看更多有意思评论

投稿邮箱：
zjrbplb@163.com

有感而发

金山新语

戏画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