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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计
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借用这句话，今天，数字不再只和数学有关，也
不只是技术和产业，还是治理、制度、智慧、文明。

日前，重庆市主要领导在调研数字重庆建
设工作时，提出了要蹄疾步稳推动数字重庆建
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的期望，并提出了具体步骤
和重点领域注意事项。这让许多重庆市民，对
数字化、对数字，充满了好奇。在新的时代和
技术背景下，我们对数字的理解不是太多太
深，而是太少太浅，还需要继续加深对数字的
理解与延展。

首先，数字既是技术、产业，也是文明。一
般来讲，我们很容易把数字理解为一种技术、
产业，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型动能。但其
实，我们的认知还可以再往前进一步。数字还
可以影响企业管理、社会治理乃至权力运行，
提升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智能水平。这实际
是个用数字技术、理念改善生产关系和社会交
往的过程，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比如，数字技术用于打破公共数据“孤
岛”，会提高民众和企业办事便利度，提升政府
智能化水平；数字技术和理念用于重塑党政机
关运行机制，会实现内部高效协同、整体智治，
提升党的领导机制智能化水平……

只有理解数字的多重维度，才能理解数字
化变革何以能为全面深化改革赋能，才会主动
将数字化变革贯穿到党的领导、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
流程再造、整体智治。

其次，数字化变革，既要遵循改革的一般方
法论，也特别倚重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要求善
于对系统进行全面、整体分析和综合，从复杂的
关系中找出最主要、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因
素，进而识别问题、发现根源、寻找解决途径。

推动数字化变革，对很多干部而言是新事
物，难免有人会感觉无从下手。这就要求善用
系统方法，在工作之初确立具体目标，在工作
过程构建闭环管控，在初见成效后推动迭代升
级。比如，如何使改革既与各自工作实际相契
合，又具有推广意义？这既要对可用数字化解
决的问题层层解剖、抽丝剥茧，找到改革的“小
切口”，又要站在全局看问题，对标改革推广的

“大场景”。同时，改革好不好，关键看成效。
这就要求有效构筑闭环，积极从举措推行后的
结果中找反馈，利用反馈督促整改，在此基础
上再推进改革的迭代升级。

再次，数字化变革虽是机遇，更是挑战。

就其可以大大提升经济动能、机关效能、办事
效率、营商环境等方面而言，是个机遇。但一
般而言，我们更习惯于以既有方式处理问题，
这又是挑战。数据共享的背后，难免会遭遇利
益固化、工作机制固化的挑战，我们能否拥有
打破数据孤岛的魄力和担当？而在技术不断
迭代的时代，要用好数字化变革这个利器，必
须打破既有知识框架，积累新的专业知识和技
术。这同样要付出巨大精力。还有，在面对各
种老问题、新问题时，我们能否跳出常规，多从
数字化角度寻找船和桥？这对干部的数字思
维、数字文化，也是考验。

要应对这些考验，当然有难度，但不难，何
以能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干部惟有积极
拥抱新事物，不断开展生成性学习，激发创造
性张力，才能克服这些挑战，抓住机遇，于数字
化改革中积累更加丰富的营养，助力各项工作
不断向前。

在数字化改革中实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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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典礼上
的校长致辞，一次次火出了圈，毕业生
们不仅能从这堂课中感受到母校的祝
福和期许，还从“金句”频出的致辞中收
获人生的“锦囊”。

如今，高校校长尤其是名校校长在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通过互联网得以广
泛传播。一方面，高校毕业典礼具有很
强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越来越多的家
长主动参加子女的毕业典礼，见证和分
享这一重要时刻；另一方面，毕业典礼
作为“大学最后一课”，其育人功能得到
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情感和价值认同。

重庆大学校长“始终保持希望”的深
切嘱托，成为了毕业生人生道路上拥抱
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的有力武器。在充满
了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
当下，人们很难判断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以至于提前做好准备。在学生毕业典礼
上说出“始终保持希望”这样温暖有力的
话，能够助力学生更勇敢地前行。

在西安交大的毕业典礼上，出现了
“校长讲话，书记撑伞”的佳话。“栉风沐
雨，勇立潮头”，如果说校长演讲是在教
毕业生如何做事，书记主动撑伞就是在
教毕业生怎样做人。毕业典礼上，已经
没有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却能够让毕业
生得到宝贵的精神滋养——雨中给他
人撑伞，无关身份与职务，有的只是人
与人之间朴素的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中国人的
精神谱系中，国家、社会和个体从来都
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做一个既心怀家国又对他人怀有
善意的、温暖的人，是这场毕业典礼给台下学子带来
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

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典礼上，在讲到不久前去世
的黄令仪老师时，校长周琪几度哽咽落泪，让无数网
友动容。“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很难有站得住
脚的科学成果。”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中国人只有
自立自强，才能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
人的局面。鼓舞和激励毕业生“想国家之所想，急国
家所急”，努力成为开辟新领域、开辟新赛道的引领
者、建设者，承载着这所大学对毕业生的厚重期待。

汲取精神滋养，引导毕业生在社会中找到合适
的位置，也找到契合自己并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民
族复兴同心同德的价值实现渠道，这是大学隆重举
办毕业典礼的初心，也是大学对全社会精神层面的

“营养输送”。同时，鼓励学生们携带着母校的文化
基因，传承她的价值信仰和精神追求，走向更广阔
的人生舞台，或许，这才是高校和校长们给予毕业
生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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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
想、学深悟透，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
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是对主题教育的要
求。我们在学习主题教育过程中，就要按照要
求，以学无止境的态度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上下功夫，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真正全面系统地掌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

不过，也要看到，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蜻蜓
点水、浮光掠影式的“浅表化”学习现象仍然存
在。一些同志，学习笔记看上去记了不少，一页
一页密密麻麻，但多是抄原著或下发的学习资
料，缺少自己的学习体会；一些同志借口“工作
忙任务重”而一目十行，结果是学过即忘，甚至
连所学篇目的标题都不记得；一些同志平时不
学习，临近检查找下属补笔记、抄心得，应付了
事……这些理论学习中的不良现象，显然与主
题教育的要求相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应
该认识到理论学习在主题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坚决避免前紧后松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此次主题教育，十二字总要求中的第一项
就是“学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进一步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这就需要
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贯穿主题教育的始终，做
到深学深悟、常学常新，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
创新成果的理解和把握。如果一目十行地去
学，蜻蜓点水地去学，甚至找人代学，就沦为了
形式主义，就收不到预期效果。

理不学则不知，学不深则不通。学习主题
教育，各级领导干部需要在学习态度、学习方
法上踏踏实实，既不能“三分钟热度”，为了学
习而学习；也不能前紧后松或时紧时松，为了
应付检查而学习。而应围绕主题教育的总要
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在“挤时间”学习的同时，有意识地“挤时
间”思考、“抢时间”落实，以新思路新做法的实
践，倒逼理论学习方法的创新，在融会贯通中
强化理论理解。如此，才能真正收到浸润心
灵、滋润情怀的效果，进而提升自己的工作能
力，增强综合素质，担起时代重任，真正将理论
学习的成果转化为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方
法、思路和策略，不断让初心和使命在理论学
习与发展实践的具体结合中绽放光彩。

理论学习不能前紧后松
2000万 新起点

7月3日，中国新能源汽车第2000万辆下线活动在广州举行，这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
在产业化、市场化的基础上，迈入规模化、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点评：2000万辆只是起点，未来，我们还要加大研发力度，以技术创新、优质服务、良好
形象，全方位塑造国产汽车品牌，让更多中国制造的汽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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