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19·07

要文

Y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

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心中有民就要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经常深入

到群众中，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良好作风。

杨善洲在担任地、县领导期间，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

乡下跑，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走

遍了保山的山山水水，用实际行动贯彻和体现了我们

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杨善洲同志

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始终把老百姓的

事看成是头等大事，始终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

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我们学习

贯彻总书记“心中有民”的要求，就要像杨善洲那

样，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站稳群众立场，认真贯

彻群众路线，自觉增进群众感情，心贴心与群众认亲

交友、平等沟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增厚与群众的感情。

心中有民就要既会当“学生”也会当“先生”。

当“学生”是为了更好地当“先生”，当“先生”

也时刻不能忘记当“学生”。面对“一人种三亩，

三亩不够吃”的困境，杨善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我们是党的干部，如果老百姓饿肚子，我们就失职

了！”为此，他专门在保场乡试验“三岔九垄”插秧

法，成功之后亲自推广试验，大幅度提升了水稻单

产，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

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为“粮书记”。我们学习贯彻总书

记“心中有民”的要求，就要像杨善洲那样，摒弃

“官老爷”思想，把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不断从群

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善于启发群众、教育群众、

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提升群众，做给群众看，带着

群众干，全力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心中有责：杨善洲“干革命就要干到脚

直眼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官避事平生

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

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

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

不想出力。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我认为，

心中有责，是担当作为而不是碌碌无为，这既

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员干部的忠诚之

魂在于担当。

心中有责就要提升愿担当的政治自觉。“畏难

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担当是作风问题，更

是政治问题，不担当就是不忠诚，就是没有政德。杨善洲

同志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得比泰山还重，他带领干部

群众努力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

营、兴修水利设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为人

民利益不懈奋斗的事业观。退休后，他继续为事业奋

斗，到大亮山义务植树，22载辛勤耕耘，种下5.6万亩

人工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别人劝他好

好休息，他却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

命要干到脚直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

下来？如果说共产党人还有职业病，这个病就是‘自

讨苦吃’！”我们学习贯彻总书记“心中有责”的要

求，就要像杨善洲那样，把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作为

根本政治担当，把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人生的最

高追求，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激情，孜孜以

求，从不懈怠，只要是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

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应该负的责冒着风险也

要担，积极作为、攻坚克难，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

心中有责就要锻造敢担当的英雄气概。当干部理

所当然意味着责任和付出，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没有

担当，何谈领导？当干部就不能太潇洒。杨善洲始终

以强烈的“敢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担当精神，不断

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政绩。在位时，他长期住在十几平方米的

机关宿舍，下乡时经常头戴草帽、脚穿布鞋，步行几

十里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指导群众搞好生产；退休

后他上大亮山创办林场，没地方住，就带领大家用树

枝、茅草搭窝棚；没有树苗和肥料，就自己到街上捡

果核、拾畜粪。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把荒山变成了绿洲。我们学习贯彻

总书记“心中有责”的要求，就要像杨善洲那样，拎

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是捂着乌纱帽为己当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