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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

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

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

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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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要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总结意味着扬长避短，展望则更多地倾注着思考，而思考

本身又包含着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逐步认识和把握。 因此，一个

正确的思考足以让我们迈出一大步，十个比较深刻的思考，则有可

能创造一个未来。

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无止境，思想解放的程度也永

无止境。2012年春节期间，受市委委托，市委宣传部就当前全市面临

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影响和制约转型跨越发展的思维定式、体制机

制障碍等进行疏理，以自问和自我解剖的形式提出“忻州十问”。 这

“十问”，经市委审定，形成了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的焦点和热点。

一年来，围绕“十问”，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实施“3581”发展战

略和“7451”重点工程的生动实践，以问促思、以思促行，使“忻州十

问”在思想和行动的碰撞中转变成了“忻州十策”，转变成了破解发

展难题的思想共识和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赶队前行、

进位争先、转型跨越的提速路上，忻州人民将好与快、敢与干、潜政

绩与显政绩书写得更加精彩。 在创优环境、创新机制、提升服务水平

的努力中，市县执法执纪部门创新思维，拓展空间，以有效的方式方

法不断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在打造文明忻州、建设美丽宜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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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过程中，依法治市成为共识，凡人善举和平凡的良心温暖了整

个社会。 特别是由“忻州十问”引发的广大干部群众对如何发展的关

注和思考已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动我市更好更快地向

幸福竞发。

虽是岁末，却是希望之初。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领导班

子立志接过接力棒，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

团结奋斗。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

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 当我们虔诚而热烈地寻找通向美好未来的前进路径时，只

要人人都关心忻州的发展，人人都去思考忻州的发展，人人都为忻

州的发展出谋划策并付诸行动，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幸福家

园、美丽忻州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编 者

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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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干什么工作，要有质量和时间的标准。 质量是讲工作上要

有高标准，不能低标准、搞凑合。 时间的标准是讲效率，无论是什么

工作，都要有完成的时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队前行，实现跨越

赶超；只有三步并做两步走，才能把落下的步子补上来。 要有好的作

风和干劲，创造忻州速度，打造忻州精神。 一个干部如果只像放羊的

人，一边羊吃草，一边他在那里唱信天游，这样的工作状态，我们将

会永远落后于别人。 只有以 110 米跨栏赛跑的速度、争做第一的志

向和勇气，才能成为时代的骄子，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董洪运：《忻州市委三届二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闭幕讲话》

我们要想尽快赶上全省发展水平，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充分发挥我市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后发优势，紧紧扭

住转型跨越不动摇，以更大的勇气和胆略，坚持把解决发展不足的

0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