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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欣赏

微风中窸窸窣窣的树叶

把一束束远方赶来的晨曦

毫不经心地揉碎了

再轻轻地拍在脸上

我倚在树下偶尔把闲暇赖住

看着田埂那片香郁的马铃薯

绿油油的叶子白净净的花

不知道为何很少有人去赞美她

桃花染了张扬牡丹偏了肥

月季秋菊还经常粉饰着憔悴

要我说都经不起岁月的摧

日过一日终成了一抔泥灰

而她无声无息地把美泄在田间

直待秋来了碎了身断了骨

她却把凝结了一生的果实

含情地深深埋入泥土

王心妮新诗选登王心妮新诗选登

王心妮 90 后，华语作家网签约作家，

《中国汉诗》特约编辑。作品见于《中华风》

《青年诗人》《风流一代》等文学期刊，入选

《北漂诗篇》等选本。

《《 太 阳 雨太 阳 雨 》》

来这人间一次

我不是南行北往的过客

也不是因羁旅东来西去

更不作含情的一抽一泣

再假意把明媚半合半开

请记住 我的名字叫太阳雨

你看我是一滴浮水 柔若无骨

其实我是一团流火 梦之古族

我来自

那怒卷着悲愤的霜雪

那翻涌着不平的浪涛

还有那激荡着绝望的云海

我承载着

盲目对色彩的幻想

残障对奔跑的渴望

还有命运对众生的思量

我走在大街小巷

我伴在苦海慈航

我甚至在每一个

阳光不能落脚的地方

走出来吧 孩子们

让我抱你一下

再亲亲你的脸颊

我之所以来到人间

就是为了把爱播撒

走出来吧 孩子们

让我爱你一回

再尝尝阳光的滋味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将爱驻进你心扉

《《 田 间 拾 得田 间 拾 得 》》

也许不是风吹歪了树

而是树撕散了风

风也会痛

可能不是雨淋湿了我

而是我烫热了它

雨也知疼

莫以为是别人伤害了你

是你还不够的心胸

在围困你自己

若是真的感到悲哀

也别偷偷哭泣

不要辜负了

从痛苦中成长的权利

《《 碎 语碎 语 》》

□ 尹晓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道路广阔、前景美好，但又面临许

多重大风险挑战。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新局面，必须进一步坚定制度自

信，增强制度自觉，在实践中不断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

的冲击。我们的制度自信是在理

性选择和历史选择下建立，源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源于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源于历史

与现实的反复证明。

马克思主义是最坚实的
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

理论基石，他不仅构建了关于自

然、社会、思维的系统思想理论，还

为我们提供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规律性认识和正确的思维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

发展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唯物主义态度，充分体现了一切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

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之所以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是

因为其生长于中国社会土壤，在历

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上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

结果；是根植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在长

期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

来的科学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首次从理论上系统概括

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每一个优势

都是经过实践检验、反映客观规律、

契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

论指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

加优越的一种制度形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科学社会主

义的基本原则，以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为价值取向，从本质上体现着社

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鲜明特点和独

特优势，也因此被人民所选择和拥

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四梁八

柱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是以植根人

民、服务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

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

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发

展性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旺盛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坚

定制度自信，不是裹足不前、固步

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

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制

度自信也不是制度迷信、盲目崇

尚，而是要学习和借鉴人类制度文

明成果，不断根据实践和时代诉求

创新和完善制度。我们相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必将为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更

加坚实的制度支撑，在世界不同制

度模式的较量竞争中更加充分展

现出自身优势。

两 个 奇 迹 是 最 具
说服力的现实根基

制度自信既依赖于科学理论

的支持，也取决于实践成就的印

证；既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

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

的强大物质力量。新中国70年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

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长

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

么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所

取得的建设和发展成就。我们的

制度自信，正是源于国家面貌所发

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源于人民在

这种巨变中所产生的强烈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短短几十年里，中国走过了西

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走过的现代

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制造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

的工业体系。中国活跃着上亿个

市场主体，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

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已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

们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创造了7亿多人脱贫的人类

减贫史上的奇迹，建成了包括养

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

最大社会保障体系，人均收入超

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

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此基

础上，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

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

家之一。我们在经济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的长期

稳定，形成了稳定与发展的良性

互动。“两个奇迹”背后，是我们扭

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

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

证人民安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

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

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

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

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建立了

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斗争中，我国基本民生保障有力，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和内在向上的趋势没有

改变。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在急难险重关头高速高效运

转，不仅扛住了短期冲击，还变压

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人们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包括坚持全国一

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

量办大事等在内的多方面制度优

势。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的

制度能够保持国家政权的稳定性、

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执政的高效

性，能够有效应对突发危机、降低

风险影响，从而有利于保障和发展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

党的领导是最坚强的
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根

本上保证了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

方向，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的实现。中国的现代国家

建构一波三折，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才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国家建构之路。近代以来，各

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

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带来

的各种治国方案和不同制度模

式，都不能稳定中国的政局和社

会，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历史任务，更谈不上为实现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

障。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马克

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他成立伊始

就确定的目标。在长期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不忘

初心、矢志不渝，接力探索、改革

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

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治

理体系，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

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

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

新的蓬勃生机。所以我们说，中国

共产党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

度的坚强领导力量和坚实组织保

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90多

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

这是为历史所选择、被历史所证

明的。

制度治国是现代国家的标志，

意味着将国家发展系于制度保障

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制

度建设，展现了自身执政方式和治

理理念的先进性。早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先后在

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度、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

等，对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进行了

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奠

定了制度基础。更可贵的是，中国

共产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

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

国实际，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与之相

适应的各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艰辛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及时总

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断进行实

践探索和理论突破，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

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

一重大命题，着力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

们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潜力不断得

到发掘，制度自信日益增强。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门研究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形成

新时期制度建设的完整纲领，使中

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

度。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先进性、信

念上的坚定性和实践上的自觉性，

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建设的中流砥柱，使党的

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

过去，依靠制度优势攻克了许

多艰难险阻，今天依然要充分发挥

制度优势，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保持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

势头，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未

来，在发展中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制

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出来；坚定不移

地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补短板、强

弱项，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研究室］

在自信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禹华月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鲜

明特质，也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重要遵循。处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都应有法治的体现和

法治的要求。从新近发生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进程看，有的地方政

府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方面还存

在明显短板；有的民众法治意识还

不够强，出现严重妨碍疫情防控的

违法行为。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治理能力，要构建法律体系，

履行法律责任，强化法制观念，坚

持以人为本。

构建公共卫生的法律体系。

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法律

法规不断完善，但现行的公共卫生

法律法规都基于某一领域或者应

对某一突发事件而出台的，具有一

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有些立法

思路、制度设计、具体规定等已经

滞后于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改革发

展的进程，存在关键条款不够详细

严谨，法律条文之间相互不一致的

问题。针对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露出的问题和短板，应统筹布

局，认真梳理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

规定，从构建长效机制入手，通过

立、改、废、释的方式，配套制度设

计、明确保障手段、探索规制方法，

细化权利义务，平衡好公共卫生事

件中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增强

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为维

护好社会整体公共卫生秩序提供

法律良序。

履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法定责任。法律的制定和完善

固然重要，但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和

严格遵守法律是基本要求。对于

决策者而言，应依法审慎决策，防

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失

职渎职；在执法过程中，应在法律

的授权下进行，做到主体适格、措

施适度，将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防

止权力“变异”。作为应急处置的

重要部门，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应做依法履职的先行者。

如公安部门要加大对违法行为打

击力度；卫生健康部门要依法履

行防控责任；市场管理部门要依

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哄抬防控

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行为；应急

部门要积极协调各方力量，保障

应急工作有序推进，保障社会安

定有序；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要

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确保受

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公共卫生事

件防控；其他部门要在法律职责范

围内切实履责。

推动形成全民公共卫生的法

治观念。全民守法是有效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强大法宝。应

加大公共卫生普法力度，引导全社

会依法行事，端正科学的生活态

度，促进良好习惯养成。应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成

为守法的模范、护法的先锋。同

时，发挥法治德治自治的协同力

量，利用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

规章、团体章程等，推动形成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强大自治力

量。还要教育人民群众增强主人翁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他们积极

参与，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共同

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通过

法治精神、德治正气和自治活力，形

成有效治理的强大合力。

坚持弘扬以人为本的法治精

神。处置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应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开展工作，提高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化水平。法

安天下，德润人心。要让公共卫

生法治真正回归于民、服务于民，

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

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为人民群众

筑起严密的健康防线。只有坚持

以人为本，尊重人格、合乎人性、讲

究人道，才能真正发挥法治在应对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强大

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最有

效率地发挥人民群众的整体主动

性，最大程度地动员全社会的力

量，最快速度地控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蔓延。

（作者系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

书记）

用法治力量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提升

青藏交界海拔2780米的格尔木——美丽的雪山 本报记者 谭玉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