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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是市民出行的重要
交通工具，顺德的电动车保有
量较大，如何守护安全出行一
直是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

继年初的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全综合治理，让居民区电动自
行车有处可“安”后，近期顺德持
续发力“机非分离”、“荧光守护”
行动、待行区设置等有关交通安
全的民生项目。在区内重点路
段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专用道设
置；在区内发放反光贴十万张，
让电动车夜间行车安全看得见。

实际上，顺德在电动车治

理上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一系
列行动保护的不仅仅是电动车
的行车安全，还有其本应享有
的路权。顺德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保有量都很大，在许多重点
路段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在路权
的问题上产生了许多的矛盾，
机动车“借道”非机动车道或
电动车在拥堵时在机动车道间

“见缝插针”都并不鲜见。对于
非机动车而言，通行的需求和
安全都需要得到满足，而对于
机动车来说，保障他们原本的
路权才能避免道路的拥堵和行

驶的安全。
而“机非分离”在区内的

持续推进无疑是保障二者路权，
消除“机非混行”安全隐患的有
力举措。顺德推行“机非分离”
已经两年有余了，其成效是看得
见的。“两轮”们不用再为侧旁呼
啸而过的大车而胆战心惊，“四
轮”们也不用再担心电动车蹿出
来抢道而束手束脚了。

在条件允许的区域可以设
置非机动车道，而在无法大面
积改建的情况下，交警部门则
拿出“绣花功夫”来。顺德是

工业大区，区内厂企密集，表
现在交通上就是电动车多，大车
多。数量庞大的厂企员工通常
使用电动车上下班，上班时间往
往较早，夜班群体人数也多，厂
区运输需求又大，大车多，面对
这样的道路环境，电动车行驶往
往只能自己多加注意，万般小
心。

针对这一“痛点”，顺德交
警在年初于伦教、陈村、杏
坛、均安四个试点镇街深入厂
区发放免费反光贴十万张，有
效提升夜间和低能见度天气电

动车行车安全，并在这些区域
取得了夜间道路交通事故下降
19%的显著成效。四月起这一有
效举措在全区推广，顺德的交
通安全也再添一抹亮色。

被验证了的好做法在全区
内得到了推广，新的治理方案
也在部分区域启动了试点。货
车由于结构原因有着较大的盲
区，在继货车“右转必停”平交路
口设置后，待行区的试点启用无
疑是给安全行驶又上了一层保
险。就是这样的一项项微改造、
微调整，让顺德道路的管理精细

化水平不断上升，让顺德的交通
出行品质不断提升。

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合
理分配路权，科学设置城市交
通系统，让大车小车都能“各
行其道”是解决交通实际问
题，疏通出行“毛细血管”的
有效措施。

顺德采取一系列行动，站
在百姓视角，下“绣花功夫”
来保障行车安全，为出行提供
更多便利，让城市管理接地
气、见实效，这样，交通就会
更加畅通，城市也会更有温度。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
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对3起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
行通报，对一些地方层层加码摊
派经营主体增长任务、农家书屋
缺乏实效、设立点赞指标加重基
层负担的个案作出批评，典型性
强、教育面大。这 3 起典型案
例，其共性是顾“面子”不顾

“里子”、重形式轻实效，扎扎实
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沦
为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工
作中此类问题时有发生，必须予
以重视。“农家书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脱贫攻坚纪念馆等基
层党建基地的日常维护打理让人
实在头疼，上级要求的这些场馆
的出发点很好，但就是不怎么实
用，群众不愿意去，经常门落锁
桌落灰。”一位在乡镇工作的同
志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惑。

不论是3起案例的教训，还
是上述同志的困惑，都道出了破

解基层减负难题的关键：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坚决不做劳民伤
财的无用功。

不做劳民伤财的无用功，一
定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
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
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有人形象
地把形式主义比作“臭豆腐”：闻
着臭、吃着香，“臭豆腐”里有“暴
利”，可以走捷径、可以得虚名、可
以快出政绩、可以少流汗水。领
导干部等“关键少数”，尤其要对
通报的典型问题对号入座、举一
反三、反躬自省，深挖思想根源，
要用好“四下基层”“四不两直”等
工作方法，走到群众当中扑下身
子调查问题发现问题，敢于听取
不同声音，凡事多根据常识三思
而后决策。

不做劳民伤财的无用功，一
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
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某地基层干部群众反

映，前些年上级发文要求减少粮
食种植面积大量推广经济类作
物，但当地土壤、气候等并不适
宜，干部群众折腾一通不仅白忙
活，还损失了投入减少了收入。
要坚决防止“为创新而创新”，坚
决摒弃“运动式”“命令式”工作方
式。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没有
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难言
决策权，在把控好方向、定好战略
目标的前提下，应尽量给基层干
部充足的施展空间。

不做劳民伤财的无用功，一
定要千方百计给基层创造出更多
便利条件来落实好上级的部署。
党中央多次强调大抓基层不是

“大压基层”，不能光压任务、不
给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掌
握基层所思所想所盼，为基层高
质量发展铺路搭桥。要坚持严管
厚爱相结合，落实好“三个区分
开来”，完善干部担当作为激励
和保护机制，建立健全改革容错
纠错机制，保护好干部干事创
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当下正值春耕的农忙时
节，各地纷纷抢抓农时，为全
年粮食丰收开好头、起好步。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田地上，
无人农机来回穿梭进行喷防作
业；大棚里，水肥一体灌溉系
统照管着立体种植的“蔬菜车
间”；水塘中，光伏发电与渔
业养殖实现了有机互补……在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科技元素赋能下，一幅幅“科技
春耕图”在广袤田野铺展开来。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
案（2024—2030年）》，明确要走

“科技支撑有力”的增粮之路。
为更好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
问题，必须让科技成为现代农
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驱动力，这
已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简言
之，就是要向科技要产量。

向科技要产量，各地各部
门应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等
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要围绕粮食生

产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从耕
地、水利、种子、农机、化肥
农药、耕作技术等着手，加强
新技术的集成创新和生产各环
节的衔接配合，提高土地产出
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
产率。要把加强传统种养业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放在突出位
置，加快推进设施农业、创意
农业、数字农业等现代农业发
展，积极布局建设农业领域未
来产业，努力突破耕地等自然
条件限制，拓展农业生产空
间，强化粮食生产能力，推动
我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向科技要产量，要进一步
加强新技术的实用性，解决好
投入产出比问题。农业技术创
新并非都看上去“高大上”，
关键在管用。各地应避免“炫
技”思维，切实根据自身的资
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因地制宜
推动农业科技落地。同时需清
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农业整体
上还处于向智能化、机械化、

集约化迈进的阶段，农业生产
效益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
地方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
中，要合理估算投入产出比，
确保财政不吃亏，农民广受
益。

向科技要产量，要发动农
业科技工作者加强创新研发，
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农业
科技工作者要当好强农惠农富
农的服务员，针对现代农业发
展中的热点难点，以经营主体
需求为导向，真正解决研发与
需求脱节问题，让更多新农机
驰骋、新品种落地、新农艺见
效。各地也应进一步加强科研
平台建设，打造高层次创新型
团队，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
研发环境，促进人才活力迸
发。

春耕正当时。在良种良法
良机良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
科技的力量和挥洒的汗水必能
带来更多的收获。

电动车出行需要更多“荧光守护”
徐冠昊

新华时评

坚决不做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刘阳

向科技要产量
刘怀丕 翟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