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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在讲党课时结合
我们党90多年的光辉历史和
宝贵经验，联系自己的学习体
会、 工作经历和成长历程，就
如何理解、把握和践行初心使
命、 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与读书班学员们深入交心交
流，进一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的理解。他说，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 初心和使命是辩证统一
的，初心回答的是“我是谁、从哪
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
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使命回
答的是“为了谁、要干什么、应该
干什么”， 这在不同时代和历史
阶段有着不同的实践要求。

近日，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
组织部、省委网信办根据《湖南省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条
措施》有关要求，在广泛调研和征
求意见基础上，出台了《规范网络
学习平台七条措施》，《措施》的出
台， 旨在解决网络学习平台过多
过滥、 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党员干
部反映的学习上的形式主义以及
学习负担重等问题。（6月15日
湖南日报）

近年来， 政务类网络平台逐
渐成为感知社会态势、 提高工作

效率、辅助决策落实的重要载体。
但政务、学习类网站、新媒体以及
微信、QQ工作群过多过滥，“指尖
上” 的任务要求层层加码等现象
层出不穷， 加重了基层干部的负
担，成为基层反映的突出问题。

党员干部理应加强理论学习，
并结合实际做好工作，这原本没错，
但一部好“经”却被念歪了，又是为
何？最大的原因就是形式主义在这
其中有抬头的痕迹。如果手机上装
有七八个工作、学习APP，再加上十
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微信公众号，每

天若要认真完成APP上的“留痕”任
务，至少需要耗费两个小时左右。这
对事务性党员干部来说，无疑是一
种极大的时间浪费， 很多具体事
务会受到耽误， 甚至会给前来办
事的民众形成一种“干部总是在
低头玩手机”的错觉。

过多APP的推出， 其实是地
方政府对顶层决策的过度执行，
既缺乏对此的科学设计， 也没有
考虑到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根
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学习平台过
多过滥、 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突

出，一些APP内容严重同质化，却仍
被单位强制要求下载， 且下载后还
要实名认证并截图发到单位群里。
客观地说，商业类APP，个人想加就
加，如果不想加，商家再怎么宣传和
利诱，都可以拒绝，但有些政府部门
和上级单位的政务、学习类APP，不
加还真不行。除此之外，硬性指定学
习任务， 规定学时学分， 搞积分排
名，也给了党员干部们不小的压力，
为了完成积分任务， 不得不要么在
工作时刷题积分， 要么在休息的时
候也必须埋头在手机上， 导致工作

要分心，业余时间也不得轻松，这不
仅起不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反而让
人心生反感。

过满则溢，过刚则折。学习APP
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量，与其狂轰
滥炸式地重复建设、强制注册，不如
精心设计， 根据党员干部的个性化
需求来进行策划和供给，让“被逼学
习”变为“主动学习”，让学得痛苦变
为学得快乐。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形
式主义的问题， 又让党员干部自发
地学习理论知识，岂不快哉？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学习APP“产能过剩”？提质是关键

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班开班 杜家毫讲党课 许达哲主持开班式

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守初心担使命
为期 3天

的省委“不忘
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
读书班6月17

日在省委党校开班。在上午举行的开班式上，省委书记杜家毫
为全体学员讲党课；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开展

“明初心、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专题研讨交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冯健身、副组长武
金辉出席专题研讨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开班
式，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
谢建辉、张剑飞、李殿勋等出席。

■记者 贺佳

杜家毫说，当前，我们正
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把
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夺
取革命最终胜利，关键在于推
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 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按照“四个对照”要求深入
查找差距，以动真碰硬的勇气
抓好整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杜家毫指出，作为党员干
部，我们守初心、担使命，必须
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从国内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迎来了无比光明的
前景， 但也面临不少艰难险
阻。我们要永远保持中国共产
党人的奋斗精神，确保湖南如
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国际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变局中的“危”和“机”
同生共存。 我们结合湖南实际，
认真落实“六稳”部署要求特别
是稳经济、稳就业、稳安全，下大
力解决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
问题，以湖南的大局稳定为全国
大局稳定作贡献。

许达哲希望大家珍惜集中
学习机会， 严格遵守培训纪律
和有关要求， 以良好的作风确
保理论学习有收获、 思想政治
受洗礼。要在学深悟透、融会贯
通、真信笃行上多下功夫，集中
精力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
科学体系、 丰富内涵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的理解，系统全面把握蕴含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
效体现到增强党性、 提高能力、
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上来。

谈初心和使命的辩证统一

谈从严治党和湖南发展

6月17日， 长沙市高新区黄桥大道
与梅溪湖路西延线交叉口东北侧， 长沙
雷锋水质净化厂（一期）项目施工现场，
建设者正紧张有序地安装主管道。日前，
该项目一期土建工程主体已完成封顶，
开始进行工艺管道及机电设备安装，计
划今年7月31日具备通水条件。建成后，
可提高河西污水处理能力， 有效解决龙
王港流域整体缺水难题， 恢复流域良好
生态环境。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长沙河西
将添水质净化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6月17日讯 今天是第25个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由省林业
局主办的“防治荒漠化·你我在行动”万
人签名活动在长沙、 衡阳两地同时举
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我省国家石漠
公园已有15家。在该类型公园中，总量
居全国第一位。

活动现场， 来自高校志愿者代表
发布联合倡议、宣读“防治荒漠化”倡
议书并宣誓， 千余名师生参与了万人
签名活动。

湖南是石漠化严重省份， 石漠化土
地面积排名第四位。

近年来， 我省大力开展石漠化综合
治理林业行动。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省大规模实施石山造林绿化工程。
2008年， 国家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在湖
南正式启动，永顺、新邵、安化等32个县
（市、区）先后被纳入国家重点综合治理
范围，累计投入资金26.77亿元。全省在石
漠化土地上已完成人工造林85.29万亩、
封山育林160.03万亩， 生态环境进一步
好转。目前，全省共有15家国家石漠公
园，涉及9个市州15个县市区，总面积达
到33.6万亩。 ■记者 李成辉

本报6月17日讯 六年
前，“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就提出，要将长沙打造成“国
际杂交水稻之都”。 如今，这
一构想已经渐渐成为现实。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政府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
(长沙 ) 国际稻作发展论
坛———中非稻作发展研讨会
将于6月26日至29日举行,
届时，包括袁隆平、谢华安、
万建民等两院院士在内的
500余名国内外稻作专家将
齐聚长沙， 围绕“稻作学术
研讨及杂交水稻技术在非洲
地区的推广应用”主题，展开
“论稻”。

袁隆平院士出席发布会
并表示，“我一直有两个梦
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
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经过多年努力， 这两个梦想
正逐步成为现实。”长沙有世
界领先的杂交水稻原创技

术， 具备完善的湖南水稻生
产学研相结合的杂交水稻产
业链， 湖南水稻生产面积和
数量连续40年全国第一，杂
交水稻产量占全国 40%以
上， 湖南的杂交水稻制种量
达全国三分之一， 杂交水稻
技术也从湖南推广到了世
界。“希望通过论坛的举办，
推动杂交水稻科研进步和产
业化进程，探讨中非农业合作
特别是粮食生产领域合作模
式，分享稻作发展的经验，让杂
交水稻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据悉，本届围绕中非“八
大行动”项下农业领域相关举
措落实工作，共同探讨中非农
业合作特别是粮食生产领域
合作模式，分享各国农业特别
是稻作发展经验，发布杂交水
稻在非洲推广种植的最新成
果等内容进行讨论探索。

论坛期间， 与会专家学
者们还将对稻作产业振兴与
国际合作、水稻优质品种选育
与栽培、稻作文化传承与创新
发展等5个主题， 进行分论坛
学术交流。

■记者 李成辉

2019（长沙）国际稻作发展论坛本月26日-29日举行

500余名国内外专家将长沙论“稻”
建成15个国家石漠公园
我省总数居全国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