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赵丽

“如何让群众信服”是当下许
多基层干部困惑的问题。一些干部发
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怎么
和群众打交道成了一个新课题，“说
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的情况时有
出现。本报记者在“寻找最美基层干
部”采访中发现，许多候选人在这
方面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

常听见一些基层干部感慨：在
一线工作压力很大。在一线和群众打
交道，每一项工作都与群众的利益息
息相关。如果党员干部平时把心用偏
了，劲使歪了，群众自然有意见。在这
方面，“最美基层干部”候选人的经验
值得学习：做工作从群众的利益出
发，把群众的冷暖放心上，摆正自己
的位置，不打小算盘。

当下，群众最盼的是致富，最
想的是服务。他们尊敬的干部，除
了要风清气正、公道公平，还得能
扑下身子干实事。实践中，一些党
员干部不敢触碰矛盾，不愿承担责
任，满足于“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
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群
众看了直皱眉头。群众还反映，有
些干部热情很高，但思路、方法不
对，效果和预想相差很多。反之，观
察“最美基层干部”候选人的事迹，
他们肯在干事创业上下力气、动脑
子，特别注意深入群众，注意调查
研究，因此能把握群众的需求，能
找到正确的方法，使群众感觉放
心、踏实，愿意和他们一起干事业。
曲阜市文化馆副馆长徐慧芳就是
一个生动的例子，她不辞劳苦16年
组建了16支社区演出队，丰富了群
众文化生活，赢得了好评。

面对新形势，基层干部得自觉
提升能力素质，做能人、公道人、群
众的贴心人。对那些真正为群众干
事的基层干部，我们也要多一分理
解，为他们干事创业营造更好的氛
围。

有协作才有共赢
———“一圈一带”建设系列谈之三

让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齐鲁视点

尹明亮

近日，我省下发《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农民
工工作的意见》，推出18条举措解决
农民工问题。(详见本报A07版)

农民工，这是一个曝光率颇
高的词汇，因城市而生，却又难以
融入城市。户籍、社保、孩子上学、
权益保障，一道道无形的壁垒将
他们与长期生活工作的城市隔
开，而一个个试图打破这道壁垒
的文件、政策虽不断消磨着这些
壁垒，但离推倒这些壁垒却又总
是有些距离。一位从济南近郊农

村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曾经对笔者
表示，他来这里只是来挣钱的，但
他并不属于这座城市。因为在这
里，他没有一份如家般的保障和
归宿感，所以，他让孩子拼命读书
将来真正留到城里。

为了让农民工一步一步转变
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9月2

日，我省再次推出一系列政策，从
户籍、工作、教育、工资、生育等各
个方面推动解决农民工问题。一
份十几页的文件，对生活在城市
各个角落的农民工来说，这些条
文里的政策，他们或许现在还不
知晓，但毫无疑问，他们早已期待

着这些城里人才有的待遇也会落
到他们身上。这是可以让农民工
真正从乡下人向城里人转变的
政策，但前提是文件里的政策
能真正从纸面上落到农民工的
身上。

要让农民工真正转变成城里
人，首先要增加农民工的相对稳
定性，解决农民工“城乡候鸟”的
身份矛盾；其次要适应农民工的
流动性，户籍、社保等配套政策必
须符合其实际需求；此外，还要充
分考虑农民工因年龄、文化程度
不同而带来的需求上的差异。归
根结底，就是要从制度上保障农

民工平等就业和公平分享改革发
展成果，并加快其素质提升，把他
们稳步转化为新型产业工人，让
他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
遇，真正融入城市中。

除此之外，需要政策改变的
并不仅仅是农民工的生活，还有
一些加在他们身上的认识。要尊
重农民工人格，真心关爱农民工，
让他们活得有尊严，留得有信心，
干得有创意。(作者为本报时政新
闻中心记者)

无论是地理区位还是内部资
源，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能
否在一个区域内寻找到适合自己
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我省的“一
圈一带”区域发展战略十分注重
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有助于各
个城市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共赢
的局面。

从国内其他地方的经验教训
来看，发挥城市的特色优势，整
合区域内的各类资源，是增强
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有

些城市本位意识过强，什么产业
对增加GDP的效果明显，就以土
地、矿产资源、投资配套等极具
诱惑力的手段大力引进。很多
资源、区位并不相同的城市，把
同一类型的产业当做支柱。产
业上的“千城一面”埋没了城市
自身的特色资源，重复性的建
设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一圈一带”区域发展战略对我
省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整体性规
划，有利于减少重复建设等造
成的产能过剩，打破城市之间的

“壁垒”，促进城市之间的分工协
作。

按照《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发
展规划》的要求，“圈内”要实施

“发展规划、基础设施、要素市场、
生态建设、公共服务”的“五个一
体化”，实现高度融合协调发展；
而在《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划》
中，“区域合作联动”的提法多次
出现，“积极创新区域合作机制”
也被看做我省改革开放的重要组
成部分。按照统一部署，我省还成
立了区域发展战略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统一部署重大事项，从组织
结构上给区域协作奠定了基础。
可见，“一圈一带”战略不是消化
过程产能的权宜之计，城市之间
的合作是贯穿整个战略的重要方
面。

“一圈一带”战略要想落到实
处，离不开各个城市对整体规划

的积极回应，尤其要认准自身的
角色定位，发挥各自的特色优势。
比方说，省会济南在“一圈”中要
发挥龙头作用，形成新型的文
明、舒适、便利、绿色、宜居的特
大型城市；济宁、枣庄两市重在
资源型城市转型，建设国家采
煤塌陷地治理示范基地和全国资
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市；菏泽则要
突出“花城水邑林海商都”特色，
建成鲁苏豫皖交界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

我省的整体性发展能否达到
目标，最终离不开不同地方、不同
企业之间的协作。所以协作的价
值又不仅仅体现在“一圈一带”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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