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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
区经验”，是苏州闻名全国的“三大法
宝”，也是苏州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三大法宝”是被历史证明的成功经
验，是我们家门口的典型和标杆。

“三大法宝”从形成、发展到升华，
不断拓展时代新内涵，其精神本质就是
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敢为人先、勇于担
当和创新发展。当前，我市市委、市政
府提出要传承弘扬“三大法宝”，奋力比
学赶超，推动太仓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上开好局、起好步。这是太仓面向未来
寻求发展新思路的重要体现，更是在高
质量发展紧要处迈好关键步伐的现实
落点。

传承弘扬“三大法宝”，要把着力点
放在解放思想上。思想有多远，发展就
有多远；解放思想的程度，决定着攻坚克
难的力度、开拓创新的广度、跨越发展的

速度。所有党员干部要再来一场思想大
洗礼、观念大变革、精神大振奋，使思想
观念、工作作风适应新常态，使能力素
质、行为方式引领新常态。实现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解放思想，干事创业也离不
开解放思想。面对新时代的新目标、新
任务，迫切需要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首先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思想
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开阔的思路、
满腔的热情及抓铁有痕踏石留痕的务
实，争分夺秒地抢，有胆有识地闯，千辛
万苦地拼，脚踏实地地干。

传承弘扬“三大法宝”，要把关键点
放在担当作为上。勇担当、善作为是党
员干部一种必备的履职能力，也是一种
过硬的工作作风。每一名党员干部都
要牢固树立强烈的担当意识，树立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信念，敢于担当，

迎难而上。关键时刻不仅要有舍我其
谁的勇气和担当，更需要敢于担当、敢
于负责的智慧和能力，困难面前、紧要
关口，有真本领、大智慧，才能够临危不
乱，沉着镇定。要强化舍我其谁的担
当，面对经济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例
如项目征地拆迁、低端落后产能淘汰
等，少说不能办，多想怎么办，第一时间
拿出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要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
当前各项工作。

传承弘扬“三大法宝”，要把突破点
放在攻坚克难上。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衡量一名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
神、是不是勇于担当，就要看面对大是
大非问题敢不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
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
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

气敢不敢坚决斗争。攻坚克难的关键，
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不畏难”
的勇气、“敢迎难”的魄力和“善克难”的
作为。党员干部只有经受各种困难、问
题的考验和历练，才能不断在攻坚克难
的实践中成长成才。面对新时代、新命
题、新需求，党员干部既要兢兢业业，又
要亲力亲为，敢想点子、敢挑担子，始终
把急难繁重任务看作锤炼党性、锻炼学
习的机会，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在重要关头、关键时刻豁
得出、顶得上。

“三大法宝”是广大劳动人民凝聚的
智慧，是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建设取得伟
大成就的结晶。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
征程中，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大力
弘扬“三大法宝”精神，抓住新机遇，迎接
新挑战，抓牢用好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已一年。
一年中，我市实现了全市公共机构、公共区域、居民
小区、行政村等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458个居
民小区施行“三定一督”模式；新建、改建各类生活垃
圾分类清洁屋991处……可谓成绩斐然。

但垃圾分类事关环境和高质量发展，要想让垃
圾分类成为市民的自觉，并成为开门第八件事，仍有
很长的路要走。

要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处置设施。如加快
建设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再生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等，这些短板的弥补，既是更高质量推进
垃圾分类工作的需要，也是向市民展示推进垃
圾分类的决心和力度。以往在垃圾分类探索过
程中，存在一个现象，即居民把垃圾分类投放
了，但相关部门却一车运走，这给大家带来了很
大的困惑——“垃圾分类投放了 ，但分类处理
吗？”面对这样的困惑，要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处
置设施建设，并向市民充分展示、宣传，破解垃圾
分类“最后一道坎”，进而推进工作。

要认真分析、及时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尽管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实现了全覆盖，但仍有的市民贪
图方便，不认真分类，并把垃圾带出小区，扔到马路
边的垃圾桶中；或者不在规定的时间投放，直接把垃
圾放到垃圾分类屋外。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完
善监控设施，另一方面要抓住典型进行教育、处理，
纠正这种不好的习惯。

此外，不久前苏州市刚评选出了一批垃圾分类
星级小区，这些小区垃圾分类设施是怎样运行
的，是如何监管的，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都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好好总结。还可以组织一
些上“灰榜”的“常客”观摩学习，让其尽早“脱
灰”，以便把各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一个台阶。

今年 6 月 1 日是《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实施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我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进入了依法治理、系统推进、全民参与的新阶
段，目前各公共机构、公共区域、居民小区、行政村等
均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

垃圾分类涉及生活理念的转变、生活习惯的养
成，并不断对城市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在垃圾
分类工作走上正轨的同时，笔者也发现，有些垃圾没
有分类；分类监督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垃圾
分类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没到能松口气的时候，
仍须攻坚克难、持之以恒。

垃圾分类要做好“加减法”。能否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志愿者是很重要的一环。笔者了解到，部分小
区因为志愿者平均年龄较大、环境条件艰苦、志愿服
务时间与作息冲突等原因，服务开始“缩水”。一些
居民刚“热”起来，突然发现带头人“消失”了，乱扔情
况又死灰复燃，就没了干劲。因此，小区可以通过区
域化党建平台，向周边共建单位“借人”，这是做“加
法”。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的介入，则是做“减法”。
比如在垃圾分类房上，设置隐蔽摄像头，就可以通过
视频追溯到个人。

垃圾分类方法要做到因地制宜。城市垃圾分
类和乡镇垃圾分类情况不同，在方式方法上切忌

“一刀切”，要根据属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要换
位思考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比如实施“误时投放点”
或“错时不激励”等措施，解决定时“众口难调”的问
题。

做好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我市生活垃圾终端处
置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已正
式开工，计划2022年投运。在稳定运行建筑垃圾临
时处置项目的同时，年处理能力70万吨的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理项目今年年底可进入试运行。笔者希
望，我市能引进更多环保绿色、可循环利用的垃圾处
理设施及企业，让更多垃圾变废为宝，让市民切实感
受到垃圾分类的成效。

吸烟有害健康。近年来，我市围
绕文明城市与健康城市建设，不断加
大控烟宣传与执法力度，全市控烟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力开展公共场
所控烟专项整治，更多人走进戒烟门
诊戒烟。当然，打造无烟世界，需要你
我共同参与。

控烟宣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加
大宣传力度不仅是在每年的世界无烟
日，更是要把每天都当做无烟日来宣
传。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五无、三
有、一规范”的控烟“531”行动，积极
推进无烟环境建设，进社区、农村、企
业、学校等开展烟草危害专题宣传活
动，全面营造无烟、清洁、健康的公共
环境，公共场所禁烟也早已深入人

心。控烟宣传不仅工作量大，而且范
围广，要充分发挥控烟志愿者的力
量。我市组织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上街宣传，当面劝阻吸烟者，有效提
高社会监督成效。今后，还将继续扩
大志愿者队伍，让他们走上街头，走进
更多的公共场所，让更多人享受无烟
环境。

加大控烟宣传还需要加大执法
力度。进一步办好戒烟门诊，让有戒
烟意愿的人尽早戒烟。控烟宣传工
作中，侧重于宣传烟草的危害，通过
发放宣传页、创作 MV 等方式，劝导
吸烟者少吸烟、不吸烟。笔者认为，
在做好劝导的同时，也要加大惩罚力
度，对于控烟工作执行不到位的单位

要进行处罚，对于屡教不改的个人要
进行适当罚款，从而收到预期的控烟
效果。另外，对于想要戒烟的人，一
定要做好戒烟服务工作。近年来，市
一院戒烟门诊为不少烟民提供了良
好的戒烟服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下一步，要加大戒烟门诊的宣传，让
更多人走进戒烟门诊，通过规范化以
及一系列包括药物治疗在内的完整
的戒烟服务，让烟民尽早成功戒烟，
享受健康生活。

控烟宣传要不断提升市民对烟草
危害的认识，逐步形成少吸烟、少敬
烟、不劝烟的社会文明新风。同时，通
过加大控烟执法的力度，让你我共建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好家园。

共同创造无烟世界
□杨拴明

谈起“停车难”谁都有一肚子
的苦水要诉。伴随着太仓私家车
保有量不断增加，很多市民买早
点、上厕所、接送人都要费很大的
劲去找停车位，往往是找车位半小
时、停车5分钟。正是看到老百姓
临时停车之“苦”，太仓交警推出蓝
色“便民车位”，专用于路边临时停
靠，20分钟内不抓拍。这一贴心之
举温暖了办急事的群众。

但我们也要看到，“便民车
位”全市仅有 3 处，很多配套服务
还未跟上，如计时提醒、短信叫回
等，“便民车位”还需要主管部门
进一步优化措施。在生活中，有
很多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对老
百姓而言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
有的甚至还是火烧眉毛的急难
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因此，
政府部门需要“俯下身子”，用心
用情用力，解决好停车难之类的
群众身边困难事。

解决民生难题要走到群众中
去。百姓之难当然远不限于停车，
还有诸如无电梯小区上楼难、放学
的孩子看管难、老年人的“数字鸿
沟”……群众的难题需要有关部门
走到群众中去，了解难题产生的
遗留、症结所在，通过实地的考察、
调研方能找到解决方法，对症下
药、各个击破，而不是坐在办公室
里以历史遗留、政策限制等各种原
因推脱。只有不断掌握群众需求、
不断改进治理举措，才能不断改善
群众福祉，真正把民生实事办成民
心工程。

解决民生难题要善用新技术
新方法。交管部门推出“便民车
位”，是创新为民之举，同时也应
该融合互联网思维，将车位地点、
计时服务、到时提醒等与广大群
众的智能手机联系在起来，让“便
民车位”更便民。同样的，在停车
问题之外，基层管理者要把握策
略、练好本领，善用互联网思维，
以新技术、新方法，聚焦群众身边
的忧心事、烦心事，以问题、难点
的攻坚突破，推动基层治理水平
持续提升，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

让“便民车位”
更便利

□张瑜

破解垃圾分类
“最后一道坎”

□张立

让垃圾分类
更有章法

□周琦

弘扬“三大法宝”汇聚磅礴力量
□薛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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