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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增效重实干 担当尽责开新篇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综述

新华社记者 王琦 范思翔 董博婷

作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
的执政基础。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和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作为党
的作风建设重要内容统筹谋划、一体
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探索新
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路径。中央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
制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推动各地区各部
门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卸下不必要的负担。

减负增效、轻装奋进。广大基层
干部放开手脚干事创业，用更多时间
和精力抓落实、谋发展，埋头苦干、砥
砺前行。

以上率下：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谋划部
署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2022年 9月 9日，一份名为《关于
党的十九大以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摆在了出
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志的案头。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已成
为各地区各部门抓作风建设的常态
化工作，成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的有力抓手。”

中肯的评价，彰显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工作的扎实成果。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新
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
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
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
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
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态度鲜明。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坚定

决心、坚强意志，将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一抓到底。

2019年 4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
一早从北京出发，乘飞机抵达重庆，
再转火车、换汽车，翻过一座座山、爬
过一道道梁，一路奔波，来到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在小学仔细察看餐厅、后厨；在贫
困户家中从屋外看到屋内；在老党员家
同村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
医生等围坐在一起摆政策、聊变化、谋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弘扬务
实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作出表率。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让基层干部从繁文缛节、文山会海、

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一度令基层干部措手不及。抗疫
关键时刻，一些地区出现了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问题苗头。

2020年 2月 3日，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批评
了部分地区在抗疫中出现的形式主
义问题——

“有的地方市县卫健局、应急局、
政府办、县委办、妇联、教育局、农业农
村局等都各自制作一份或几份表格，
要求基层干部填写并迅速上报，这些
表格的内容其实相差无几，但没有一
个文件、一个部门帮乡镇解决急需的
哪怕一个口罩、一瓶消毒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基层干
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
线，而不是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方式来给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
部的抗疫精力。

明确的要求、温暖的关怀，让广
大基层干部深受鼓舞。

从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到地方考
察，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要坚决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从各个方
面加以深刻剖析，既阐述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又刻画了其诸

多表现；既明确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的重点任务，又提出方法措
施，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指明方向。

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记指示要求，坚持从自身做起，从分
管领域、所在地方抓起。中央政治局
从 2019年起每年听取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年度工作情况报告，持续
释放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心
关爱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信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印发文件，
部署解决文山会海、面向基层的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等问
题，明确提出“基层减负年”等，对为
基层减负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习近平总
书记的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的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全党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解难题破难关注入
了强大动力。

系统推进：中央层面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
制紧盯整治形式主义老问题新
表现抓落实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为更好地翻译宣介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
教育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教育部组织北京外
国语大学翻译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英
文版，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中文版于2020年
7月出版，由导言和九讲构成，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境界，
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英文版忠于原文原意，同时在表现形式上适应海外
读者阅读习惯，表述准确、语言规范、行文流畅，有助于读
者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重大
意义、主要内容、实现途径，对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英文版出版发行

秋粮丰收，颗粒归仓，是近年来
我市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打造供应链所取得的直接效益。

在安塞区化子坪镇张岔村的梯
田谷子种植基地，600多亩谷子喜获
丰收，黄澄澄的“谷浪”在秋阳的照
耀下格外金灿。种植户胡炳文告诉
记者，今年年初，他就和延安峁圪垯
土特产品有限公司签订了销售协
议，谷子一收就能“变现”。“依着当
初签订的协议，这些谷子现在一斤
能卖 3元，照目前的收获情况看，一
亩地轻轻松松就能收入 2000 多
元。”胡炳文开心地说。

秋粮生产一路走来，殊为不
易。抓春播、抗夏汛，战旱情、除虫
害，全力夺取秋粮丰收，广大农民付
出了一整年的辛勤汗水。不仅要增
产，更要增收、增效，这是农民一年
来心中最美的期盼。

延安峁圪垯土特产品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南世杰说，过去农民种
粮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种植
技术、设施设备跟不上，销售这一块
就更难，所以都不敢大面积种植。

“现在农民种粮设施设备好，种植技
术更加科学高效，我们在春播的时
候就与他们签订销售协议，约定秋
天收获的粮食如果卖不了，公司将
以高出市场价 15%的价格全部回
收，这就给农民实实在在地壮了胆，
给他们大面积种粮吃下了定心丸。”
南世杰说。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粮食
种植生产模式，安塞区今年不仅大
大提高了粮食种植面积，还有效提
升了粮食生产的标准化程度。全区
杂粮种植面积稳定在 9万亩，特别
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安塞小米
（谷子）的种植更加规模化、规范化、
标准化，切实增加了鼓乡农民的种
粮收入。

富县则依托直罗贡米区域品
牌，大力发展水稻精深加工，不断延
伸水稻种植产业链，有效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让种粮农民的腰包更加
鼓胀。

站在丰收的稻田中，延安绿谷
田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小
锋告诉记者，直罗贡米品质好，种植

历史悠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品牌效益尤其好。“价格从原来
的每斤 2元、3元，卖到了现在的 12
元一斤，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种
植、管理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产品
的品质也更有保障，消费者能够吃
到更加优质的直罗贡米。”李小锋
说，富县直罗贡米的种植生产销售
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链条。

“我们的直罗贡米走进了超市，
还卖到了更高端的市场。”富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孔文昌说，富县
在积极带动种植户做好直罗贡米标
准化生产的同时，通过企业精细分
选加工，有效延伸粮食产业链，推动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带动更多农民
鼓起了“钱袋子”。

在延伸粮食生产产业链的同
时，我市还大力推进“粮改饲”和秸
秆综合利用，推动种养生态化，实现

“一田双收”，促进粮食生产向优向
绿，农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

走进甘泉县石门镇高哨村，在
新建的 5 万吨草产品加工项目基
地上，大型机械正把玉米秸秆一步

步变为草食家畜的有机饲料。玉
米种植户樊明亮告诉记者，地里的
玉米不仅可以用来掰棒子收玉米，
秸秆也能卖钱，一吨 100 元，一亩
地能产 2 吨多，再加上卖玉米的
钱，一亩地算下来收入肯定能上
2000元。

“把秸秆变废为宝，既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还可以有效解决众多养
殖场饲草短缺的问题，推动甘泉县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陕西轩辰荟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赵宇杰说。

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是发展农业的首要任
务。今年，全市小杂粮播种面积达
到 43万亩，实际落实订单面积 5.4
万亩，全部超额完成任务。其中，
以延安小米品牌为引领，授权品牌
使用企业 17家。延安粮食生产产
业链正在持续延伸，价值链正在不
断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建
设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推进，
有效提高了粮食收益，保障了粮食
安全。

延伸产业链，延安粮仓更殷实
记者 刘彦 王冬

本报讯（记者 王静 刘振振）
10月 10日上午，随着两辆载满“延
安苹果”的车辆驶出宝塔区柳林镇
南庄河村连体小冷库，40吨苹果正
式开启了“迪拜之旅”，这也是宝塔
区“延安苹果”首次出口迪拜。

纪瑞峰是南庄河村的果农，今
年他的18亩苹果迎来了大丰收，他
的第一茬优质果就被延安华圣农
业集团运往迪拜。能让自己种的
苹果进入迪拜市场，纪瑞峰心里美
滋滋的。“我今年套了将近 7万袋，
按目前的价格，能收入十几万元，
更高兴的是能让外国人尝一尝咱
延安苹果的味道。”

据了解，柳林镇苹果总面积5万
亩，其中挂果 3.5万亩，2022年全镇
苹果总产量预计1亿斤，产值将突破
4亿元，果农仅苹果一项纯收入达到

了2万元，占个人收入的90%以上。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宝塔区山

地苹果产业已形成总种植面积49.9
万亩、挂果面积 35万亩的规模，今
年宝塔区预计实现苹果产量 41万
吨、产值突破 20亿元大关。今年，
延安华圣农业集团将在宝塔区收
购 600吨苹果，经分选后向迪拜出
口40吨优质苹果。

延安华圣农业集团投入品业
务部部长益军超说：“华盛农业定
不负宝塔区政府和广大农果农所
托，持续发挥自身全产业链核心优
势，以迪拜出口基地和‘飞天’苹果
打造为抓手，用延安精神萃炼技
术，通过技术引领示范带动更多果
农科学种植和精细化管理，不断提
升果园管理水平，带动延安广大果
农致富增收。”

40吨“延安苹果”出口迪拜

眼下正是丰收季，洛川大塬处
处展现着勃勃生机，果农们迎来了
一年中最为甜蜜的幸福时刻。走进
洛川县的田间地头，红透了的苹果
挂满枝头，处处都能看到果农们忙
碌的身影。大家分工合作，或采摘
搬运，或包装过秤，丰收的喜悦让他
们干劲十足，满心欢喜迎接新生
活。 通讯员 雷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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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白利民 记
者 孙艳艳） 10月8日，农业农村部
发展规划司、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
财务司发布《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
示范县创建名单公示公告》，洛川县
入围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
建名单，这是继入选陕西省乡村振
兴案例之后洛川取得的又一成绩。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展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创建评审。经地方推
荐、专家评审，共有100个申报单位
纳入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

建名单，其中陕西省平利县、合阳
县、陇县、洛川县入围。

近年来，洛川县委、县政府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核心，把农业高质量发展及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
场竞争能力提升作为主攻方向，紧紧
围绕果畜产业结合，全力改善人居环
境，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加强改进乡
村治理，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为乡村
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
实基础，农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
效，扎实推进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洛川县入围2022年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

延安十年 图说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