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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生梅

“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当年在思

想汇报中立下的誓言，陪了我半辈子，也

激励了我半辈子。有人说我“一生择一

事、一生践一诺”，有人说我“生命不息、

服务不止”。在我看来，当医生固然是个

人的选择，但能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做

着人民最需要的事情，并且坚持50多年，

用一生来履行承诺，是我作为共产党员

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永远铭记

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

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

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坚持为人民服

务，是无数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实际行

动。我出生那年正逢毛泽东同志《为人

民服务》一文发表，仿佛有一种特殊的缘

分，让这篇文章、这种精神一直引领着我

走到今天。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

用医学理论、科学技术改善人民群众的

医疗状况，是我们每一位医护工作者的

工作动力和毕生追求。50多年前，当我

来到陕西省佳县时，条件的艰苦让我吃

惊，落后的医疗条件和卫生观念更让我

揪心。打那时起，我就明白，这里的群众

需要我，我属于陕北高原。作为新中国

培养起来的医学生，我要用我的新观念、

新方法来改变佳县的面貌。推广新法接

生，大幅降低佳县婴儿死亡率；创办佳县

第一个正规儿科，不断提升科室医疗水

平；着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培养本地名

医，创建爱婴医院……时光荏苒，共产党

人的信仰和初心经受着检验。如今，曾

经的“窑洞医院”已变成十几层楼的现代

化医院，我也从“小路大夫”变成了“路奶

奶”，但我永远记得党和人民给我的信任

和力量，矢志不渝在小岗位上作出更大

贡献，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的健康服务。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不

是一个口号，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事

的。”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教导我们

的。扎根陕北从医 50 多年，我亲眼见

证了偏远地区医疗条件和水平的巨大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完善人民健

康促进政策，为人民健康改善提供了强

有力保障。现在，医疗设备越来越先

进，医疗卫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患者

看病有医保，遇到疑难杂症还可以进行

远程会诊，“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一般

疾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村解

决”逐步成为现实。偏远地区老百姓对

病有所医的期盼，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健康获得感。

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最大的

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人民健

康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更是每一位

医护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共产党人来自

人民，也一定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不

负人民。25 年前，我退休了，但作为医

生，为患者解除病痛没有退休年龄，作为

党员，为党工作更没有退休年龄，就是要

“退而不休”：我就像一只拴着线的风筝，

无论走到哪，只要患者一拉线，我就会回

到他们身边，继续在一线用专业知识守

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前不久，我和其他“银龄行动”老年

志愿者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

参加志愿服务情况，表达继续发挥专长、

回报社会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重阳

节来临之际给我们回信：“希望广大老年

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

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

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

‘银发力量’。”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

员无论年纪多大，都要牢记人民群众的事

再小也是大事，要始终怀抱一颗赤诚初

心，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

件一件抓落实、解决好。对我来说，就是

要继续扎根基层守护人民的身体健康，继

续为改变基层医疗面貌、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11 月 21

日 第09版）

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在重庆考察

时强调：“重庆要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今

年10月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教育党员

干部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继续

发扬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开拓创新精

神，锐意进取、善作善成。”新征程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发扬敢

为人先的精神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广

大党员干部要读懂敢为人先的时代意

蕴，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在新征程上奋

力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敢为人先意味着勇于打破常规，敢

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为人先，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早已融入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红色基因的

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时期，面对党领导

的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相继失

败的局面，党内仍有相当一些人继续坚

持中国革命要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

观点，这是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经

验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突破“城市中

心论”束缚，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中国革命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走

向胜利的。纵观党的奋斗史，正是凭着

敢为人先的拼劲和闯劲，党和人民事业

才能不断开辟新天地。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敢为人先中冲

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突

进深水区、啃下硬骨头。比如，2018年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拉开大幕，这是党

的历史上首次统筹进行党中央部门和国

务院机构的重大改革。又如，把农民土

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

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从“两权分

离”到“三权分置”，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

又一次重大创新。再如，军队改革打破

长期实行的四总部制，正师级以上机构

减少200多个，人员精简1/3。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敢为人先，改革

成色十足，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

史性伟大成就。

敢为人先体现为锐意进取的意志决

心、开拓创新的奋进追求，应贯穿于党员

干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中。但在实践

中，仍有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敢为人先的

精神。有的人认为“枪打出头鸟”“出头

的椽子先烂”，敢为人先就容易招致非议

乃至受到打击，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习惯于亦步亦趋跟在人后，工作缺乏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究其原因，主

要还是因为党性不强、政绩观出现偏差，

考虑个人得失多、考虑事业发展少。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面临许多卡点堵点问题和瓶颈制约亟待

突破。广大党员干部唯有继续发扬敢为

人先的精神，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以开

拓者的姿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争当

排头兵、勇做先行者，才能奋力打开改革

发展新天地。

敢为人先是有风险的，不能期望每

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更好激励党员

干部敢为人先、担当作为，要坚持严管和

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落实“三个

区分开来”，旗帜鲜明为敢为人先者撑腰

壮胆鼓劲，给消极避事者高悬“达摩克利

斯之剑”，解除党员干部探索创新的后顾

之忧，让他们真正能够放开手脚干事、甩

开膀子创业。敢为人先也绝不是冒进蛮

干，而是在科学分析后的大胆突破和创

新，在冷静研究后的谋定而后动。谋划

一项改革、部署一项工作，应在充分调研

和试点的基础上形成决策，有目标有计

划有步骤地实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调整完善，如此才能取得实效。从这个

意义上说，有勇又有谋、有胆又有识，才

能更好敢为人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也是有贡献的。”探路者就是开路

者，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为的就是

铺就走得通、行得稳的康庄大道。有人

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作孤勇者，

而在改革的道路上、在为民造福的事业

中，勇者不孤。

来源：《人民日报》

（2024 年 11 月 19 日

第13版）

读懂敢为人先的时代意蕴
□ 赵晋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