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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百年之中国，就必须了解百年之中国共产党。
本书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与党的
自身建设两条线索，进行交叉论述，重点突出了各个历史
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生动呈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为民主、为自由、为富强、为复兴不懈奋斗的光辉
历程，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自我
革命的伟大精神，意在破解中国共产党走向最强大政党
的成功密码。

1937年6月，托马斯·亚瑟·毕森等人奔赴延安，亲眼目睹
了中国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他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与毛
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访谈实况，以及行程中
的所见所闻，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资料。延安的朝气
蓬勃、中国革命者的自信乐观，无不让作者深受感动。在
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党人用怎样的胸怀来倡导
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者满怀激情地赞叹当时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也以这份来之不易
的历史文献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
必然性。

唐代诗人白居易以其雅俗共赏、深入人心的诗作为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中国古典诗歌造就了世
界性的影响。本书以白居易丰富而精彩的一生为主线，对他
的文学创作、情感世界、思想深度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考
辨，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生动传神地塑造了饱满的人物形
象。不仅突出刻画人物的细节，同时也全面呈现了中唐时期
的文化风貌与社会状况，使全书的表达更立体，也更有层次
性，成就了一部既有文学品位，又有思想品质的传记作品。

提起边境线，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崇山峻岭或广袤草
原，其实，中国还有一条长长的国境线，是在海上。每一
位守卫海上边境线的战士，都在海浪的洗礼中，化为一
座屹立不倒的丰碑。作品以一封封书信，连接南海与水
乡、军人与少年、资助者与孤儿，深情讲述了守礁军人与
男孩艾奇之间相识相知、彼此温暖，展开想象的翅膀，战
胜孤独的故事。小说结构安排巧妙，语言简洁，日常生活
叙事与军旅叙事并重，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别致的视角和
新奇的内容。

心香一瓣心香一瓣

世说新语世说新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我
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新征程的起点，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
文章。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充分发挥好
法治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
用。要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坚持
依法治农、依法护农、依法兴农，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实现乡村振兴迫切需要法治
建设

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基础与保障。近年来，农业农
村法治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为推动“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
性、全局性、战略性保障，在促进现代农
业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保护农民合
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城
市法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相比
较，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总体仍然薄弱，主
要表现在农民的法治意识还不够强、农
村法治文化氛围还不够浓、乡村治理体
系还不够健全等。农村仍然是薄弱的区
域，农业仍然是弱质的产业，农民仍然是
弱势的群体，实现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根基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
也在农村，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
刻不容缓。

二、当前农业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
问题

（一）依法行政能力有待提高。一些
工作人员习惯用行政手段推动农业农村

工作，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解决问
题、规避风险的能力有待提高。农业行政
执法监督力量不够，执法队伍建设有待
加强。

（二）农民的法律意识有待加强。少
数农民法治意识、法治观念仍然淡薄，在
实际生活中逐利不守法现象仍有发生。
在表达利益诉求时，除了诉讼和逐级上
访外，还采用重复和越级上访、闹访等手
段，将合理与不合理诉求交杂，使解决矛
盾更加困难。

（三）农村法治宣传力度不够。普法
宣传手段单一，多采取派发宣传资料、挂
宣传横幅等传统方式，忽视了互联网等
各类新兴媒体的应用。法治宣传内容针
对性不强，对于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
用到的法律知识宣传较少。

三、推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
建议

农业农村法治工作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效发挥法治对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农村改革
的引领作用、对乡村治理的保障作用、对
政府职能转变的促进作用，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
强的法治保障。

（一）坚持依法行政，全面履行政府
职能。一是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坚持把公
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
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必经程序，严格
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重大事
项报告等制度，完善“三重一大”集体决
策痕迹管理机制，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
化、法治化水平。二是深化“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围绕“最
多跑一次、最好零次跑”的要求，持续深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农业农村审
批服务水平。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清

理整合、取消下放农业行政许可事项，推行
信用承诺制审批，进一步优化农业营商环
境。三是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严格落实规
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制
度，实行规范性文件动态化管理，及时根据
上位法和上级文件的动态变化，对规范性
文件进行清理。重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依
法依规执行评估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
性审核、集体审议决定、向社会公开发布、
备案等程序。

（二）强化队伍建设，提高执法监管能
力。一是提升执法人员能力。紧密结合农业
农村工作实际，积极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农
业农村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并就办案技巧、
办案经验、执法程序等内容进行学习交流，
全面激发执法人员学习法律法规的自觉
性，提高办案质量、规范执法行为。二是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三项制度，强化行政执法的事前公开、事中
公示和事后公开，对罚款数额较大、造成较
大社会影响及需移送司法机关等重大行政
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决定和备案制度，保证
行政执法的合法、公开和有效。三是优化行
政执法方式。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推进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互联网+监
管”，实现综合监管、“智慧监管”。全面应用

“浙政钉·掌上执法”开展执法监管，推进监
管执法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建设，实现
执法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推进“浙江省统
一行政处罚办案系统”应用，实现执法程
序、执法协同、执法记录、执法结果的数字
化管理，形成“互联网+执法”业务闭环。

（三）夯实法治基础，推进乡村依法治
理。一是大力开展普法宣传。强化普法责
任，明确普法工作要点，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工作机制。结合日常工作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生动活泼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进一
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积极开展法
制进村进企、“农民丰收节”普法宣传、

“12.4”宪法宣传日集中宣传等活动。二是
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完善以基层党组
织为领导，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组织
为执行主体，村务监督委员会为制约机构，
社会组织为补充力量的乡村治理组织体
系。完善村务监督机制，健全“一肩挑”后村
级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切实保障农民群众
监督权。完善农村“党建＋单元”巷战治理
运行体系，统筹推进社区服务、群众自治、
治安防控、法律服务等基础性工作，建立信
息联通、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的基层治理新
格局。三是推动乡村“四治融合”。完善自
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联动
体系，增强乡村自治能力。夯实农村法治基
础，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加强乡村
法治宣教，推广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推
进“义乌智慧村社”乡村治理平台试点应
用，打造集信用评价、村务管理、公共服务
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信用体系平
台，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推动乡
村治理数字化改革。按照党建引领坚强有
力、自治形式有效多样、法治理念深入人
心、德治教育春风化雨、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等要求，强化省级善治村建设，不断提升基
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发挥法治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市农业农村局 陈伟

前阵子，我突然收到一个朋友发来
的微信，邀我有空时同去旅游。说起来，
我和这个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上一
次的微信记录还停留在“新年快乐”。但
我们却如从未久别过的老友，一番畅
聊，制定出游计划。

后来因为我有临时任务需要加班，
我们只得先放弃出行，至今已过去了一
个多月。这期间我们都忙着自己的事
情，谁也没有再联系谁。

身边的共同好友都讶异于我们的
友情，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我们之间最
好的状态：各自忙碌，又互相牵挂。

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需时时联

系，却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着你。一
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让你无比心安。

表姐是我们这一众孩子的榜样，名
校毕业，收入颇丰，就是太忙，每天连轴
转地工作。用她的话说，工作就像她的
一切。

有一天，表姐突然请了几天假，回
到家就开始收拾东西，打包行李。问她
要上哪去，只听她说：“去当伴娘。”这话
一出，大家更惊了，表姐平时忙到没朋
友，上哪去当伴娘？表姐这才细细给我
们说了她的那位朋友。

表姐和朋友是高中同学，关系一直
很好，却在临毕业的时候闹了矛盾，高

考完后就没了联系。后来表姐在大学失恋
了，再加上那段时间临近考研，双重压力
下，表姐几近崩溃，当时最先想到的却是
高中那位朋友。表姐主动打了电话，朋友
知道表姐的情况后，二话不说，当即买了
最早的票去学校找她。那段难熬的日子，
是那个朋友不断安慰她、照顾她。后来考
研成功，表姐也说多亏了那个朋友。

但经过多年，两人的生活轨迹早已交
错，那一次之后，她们又都回到了各自的
生活轨道，很少联系。直到表姐接到电话，
听说那位朋友要结婚了，她赶忙调整了自
己的工作计划，就为了能赶去给那位朋友
当伴娘。表姐说，我们虽不常联系，但对方

的重要时刻，我们绝不会缺席。
最好的友情大概就是这样吧，不必时

时联系，却随时虚位以待。平时大家为梦
想、为生活各自忙碌，但你知道，只要你需
要，TA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虽然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但任时
间流逝、空间相隔，都不会令真正的友情
变味，只会让它如老酒般沉淀发酵、愈存
愈香。

亲爱的朋友，天南海北，希望你记得，
“你忙你的，有事找我。”最好的友情，或许
就是如此吧。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朋友，请
一定倍加珍惜。

摘自《人民日报》

最好的友情：各自忙碌 互相牵挂

看望母亲后，我和大哥一前一后离
开了家。次日上午，大哥给我打电话，说
不对。我问，什么不对？他说，这次他离开
家时，母亲不对。母亲没有趴在车窗上，
与他和嫂子道别。

这确实是一个新情况。以往，大哥每
次回家，临走时，母亲都会趴在他的车窗
上，一句句叮嘱，千般不舍。然后，等车子
开走了，母亲还站在原地远远地目送。这
次没有，母亲只是静静地坐在门前，没有
任何表示。

我听了，心里一声喟叹。
母亲真的老了。
不是一下子老的，而是一天天老去

的。84 岁的母亲，近年来，身体每况愈
下，除了腰直不起来，腿脚也不便。可能，
当时她坐在那里，懒得动了。或者，正如

大哥所担忧的，与孩子分别时，母亲一时
脑子糊涂，竟至忘了告别？

母亲的记忆力确实减退得厉害，平
时在电话中，就经常跟我提到：“唉！不晓
得咋搞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头天的事
情，隔天就想不起来了。”上了年纪，记忆
力减退是自然的，可在母亲心里，减退得
这么厉害，或许是她难以接受的。

母亲跟我说这些，我只能叹息，什
么都帮不上。这是最让人心生无助感
的。明明，自己的至亲在向你诉苦，而你
束手无策，甚至连一些慰藉的话语，都
堵在嗓子眼里，一句也说不出口。

人生在世，我们与亲人有过无数次
的相聚和别离,常常来去匆匆。特别是
现在，父母独守老家，我们每年总要想
方设法回家几次，陪陪身陷孤独中的父

母。除此之外，我们只有日夜的牵挂和担
忧壅塞于内心，把一颗心撑得满满的，沉
甸甸的。

如果我不说，你大概难以想象那是怎
样一种孤独。两个八旬老人相依为伴，一
天里可能只会碰到三两个村上人，甚至更
少。上午时间短，忙着洗洗涮涮烧烧煮煮，
还容易对付，而长长的一个下午，独自关
在屋子里，好半天听不到一句话，有时图
清静，连电视都懒得看，最是难以打发。我
有时劝母亲，没事时出去走走转转，隔三
岔五也要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不然的话，
时间一长，人不是要变成傻子吗？母亲却
总是那简单的几个字：“怕吵，都习惯了。”

岁月是个磨人的东西，不光磨着你的
心性，也磨着你的念想，把你曾经在乎的很
多东西，越磨越薄、越磨越淡，及至最后了

无痕迹。
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就算他们老

态龙钟，那也是我们根的所在、情感的栖
息地。作为儿女，谁不是藏着一份私心？那
就是，当自己离开家门时，总希望后背能
落满父母牵系的目光。亲人与亲人之间的
挂念，就是一次次归来时的远眺和离开时
的目送。我们的背影，不知道有多少次，在
亲人相送的目光中，变得越来越小、越来
越模糊。

我能理解大哥当时内心的敏感和失
落。他感觉到了母亲的不对，且及时把这一
信息传递给我，是想为自己的某种猜想求
证吗？

有些话，有时就像一记重锤，在你毫无
防备时，一下将你击中。

节选自《朝花时文》王福友

目光 我们背后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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