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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减负赋能，集中精力谋实事干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

笔者在一些乡镇了解到，由于上级
要求花样翻新，基层干部每天连轴转，有
时不得不玩起数据游戏，时间也大都被
督查、检查、考核所取代。由于重心倾向
于迎检，导致基层压力持续加大。

不可否认，督查检查考核是推动政
策落实的重要手段，理应得到全面深入
贯彻执行。但是，一些地方变着花样，检
查过分重视资料，对开会、下乡、影像、频
率、方式等考核分值越定越高，事事都要
拍照片、做笔记、建台账，人证物证一样
不落，而且填报反反复复，不少内容还必
须一式多份，这就是典型的“痕迹主义”。
因此，有必要把握时度效，督在关键、查
在要害、考在实处、改在及时，从源头上
避免过多过频过滥的检查考核。

最近，省、市出台一系列措施对基层
减负赋能，具有鲜明的导向、极强的针对
性，是对形形色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亮剑”，也是对“痕迹主义”陋习敲响的
一记警钟。

笔者了解到，部分乡镇一年要迎检
300多次，陪同检查高达200多天，累计资
料准备份数两三千份，内容涵盖部署安
排、成立工作小组、下乡次数、照片打印、
群众签字等各个环节，让基层干部叫苦
不迭。

笔者认为，督查检查考核应据实而
定，需要注意时间、频次、方式，能搞暗
访的尽量不惊动地方。对于工作难度
大、程序复杂的事项，可以带着标准、规
则，就不同阶段的具体要求有针对性地
去督促检查；对于流程简单的事项，在
推进过程中就没必要三番五次去查，可
以直接“要结果”；常规工作要形成制
度，不能心血来潮，说查就查。对督查要
持审慎态度，不能太随意，尽量杜绝“痕
迹主义”。另外，同一项工作检查应当统

一时间集中开展，甚至可以把几项相互
关联的工作放在一次督查，这样既可以
全面体检，又可以整体性查漏补缺加以
整改。譬如乡村振兴，农业、交通、民政、
卫生、教育等部门都涉及，不必各相关
单位分别去查，应尝试集中考核，而且
有些数据可以共享，避免过多占用乡镇
干部群众时间，让他们把工作重心放到
落实层面。

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深刻认识当前严
峻形势，真正减轻基层干部负担，扑下身
子干、挽起袖子做，多些脚踏实地、少些
虚头巴脑，这样既可以狠刹“痕迹主义”，
又能够高质量推进工作。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莫让“痕迹主义”日久成疾
胡南春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形
容基层工作最常见的一句话。近年来，社
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有限的权力”和

“无限的责任”造成基层超负荷运转、基
层干部负担越来越重。

基层负担重、基层干部压力大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山会海现象较
为突出。基层事多人少是常态，大部分
干部都是身兼数职，一些基层干部，一
天要参加好几个推进会、部署会，要接
待好几个检查组、调研组，要完成好几
个单位要求的材料报表。有的部门还存
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
件”的现象。有的干部甚至用“不是在开
会，就是在赶往开会的路上”总结自己
的每一天。这种文山会海往往只求“走
过场”，不讲实际效果，不仅耗时费力，
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忙于奔波，而且
收效甚微。二是痕迹管理现象仍然存
在。基层干部对此也有苦难言。有的检
查工作手段较为单一，重痕迹、轻质量，
重资料、轻落实，让不少基层干部把精
力都花在写材料、做资料、填表格上，有
的甚至造痕迹、补痕迹，花费大量精力

“留痕”，影响了干部为群众办实事的效
率，也大大挫伤了干部干事的积极性。
三是过度问责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地方
和部门追责问责不够精准、泛化简单
化，导致基层干部怕问责、怕诬告，而不
想主动干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成
了某些基层干部的行事准则。同时，还
存在对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
响把握不够精准，对干部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保护不够有力，为担当者担当、为
负责者负责做得不够到位的情况。这些

基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表面上是挤占
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时间和精力，实
质上会影响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影响
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长此以往会阻
碍基层推进发展的信心与步伐。

为基层减负，必须精准聚焦基层负
担过重的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通过强
有力的措施来理顺工作体制和优化工作
机制，切实为基层增加发展动能。

一要完善基层减负政策，确保政策
精准落实。一方面，从细化完善基层减负
政策上发力。切实分析基层现有问题。政
策制定者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切忌闭
门造车；要重视群众、基层干部诉求。政
策制定者不能用传统的旧思想和旧思路
来看待基层事务，要充分考虑基层群众
以及基层单位的新需求和新期待。应充
分征求和吸纳基层干部的意见建议，融
合基层干部智慧，保证政策的切实可
行。另一方面，应疏通基层减负执行路
径。在加大对执行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力度的同时，加强整治和监督管理。对违
反基层减负政策内容的现象进行专项整
治。同时，还要注重对基层减负执行过程
进行严格管理。要从“结果导向”转为“行
为和效果导向”。实际走访调研基层减负
的阶段性成果，及时向上级反馈，根据存
在的问题，调整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使
基层减负政策内容更加完善，政策执行
过程更加通畅。

二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一方面，要规范基层治理体
制。注重建立责权利相匹配的基层治理
体制。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提出了要推动
资源、管理和服务向基层下移，向基层

赋权，改善基层单位“权小责大”的局
面。要对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各基层职能
部门的职能划分和权力配置进行明确划
定，建立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清单，
明晰各单位的责任归属；要理清基层和
上级单位间关系，划分权利归属，将更
多执法权向基层倾斜，实现基层治理中
各个层级以及职能部门之间责权适
配。另一方面，要设置明确的工作任务
目标。工作目标的设置要避免不切实际
和模糊不清，目标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基
层实际情况，充分了解基层干部愿望和
诉求，有针对性地设置可执行、易实现
的工作目标，还要对目标进行过程管
理，明确目标完成的步骤和时间；上级
在制定目标时还应尽量设置统一目标，
统一的目标能够减少上级部门下发文
件、召开会议的数量，大大减少工作量，
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三要优化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对广
大基层干部，政治上要信任，工作上要依
靠，生活上要关心。一方面，要优化现行
考核机制。基层群众最具话语权，应充分
考虑基层群众的评价。要将群众对基层
单位工作人员的评价纳入到考核机制当
中，避免将考核名次好坏单一地掌握在
上级部门手中。另一方面，完善奖惩和激
励机制。通过物质奖励、提拔晋升等有效
激励措施，进一步鼓励先进；用有效的惩
罚措施鞭策不积极作为的干部，促使他
们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只有基层负担减下去了，基层干部
干事劲头才能提上来。新年伊始，为基层
减负赋能，正当时！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基层负担减下去 干事劲头提上来
杨 佳

新春伊始，省委、市委相继召开为基层减负赋能座谈
会，部署为基层减负工作，强调让基层干部少一些“为难”、
多一些资源，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检视剖析在思想观念和
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偏差，向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现象开刀，努力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谋发展，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更好激发干
部动能，焕发基层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组织了
这期“为基层减负赋能”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按

“四下基层”是指领导干部“信访接待下基
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1988年
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大力倡导的。习近平总书记
亲民为民爱民的崇高风范，为各级领导干部作
出了表率。

要提升“下”的能力。俗话说，软肩膀挑不
起硬担子。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
处理疑难杂症无从下手、化解矛盾问题能力欠
缺，根本原因在于自身肩膀不够宽、能力不够
硬。要增强学习本领。始终保持对学习的饥饿
感，持续给能力升级、为“内存”扩容，力求既精
通“独门秘诀”，又掌握“十八般武艺”。要增强
落实本领。千忙万忙，不抓落实就是瞎忙;千招
万招，不能落实就是虚招;千条万条，不去落实
就是白条。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
盾就会有斗争。发扬斗争精神、讲究斗争艺术，
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危机困难面前敢
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斗争，切实
把风险挑战化解掉、防范好。

要完善“下”的机制。当前，有些领导干部
不仅自己的精力在上不在下，而且还把基层干

部的精力“吸引”到上面跟着空转，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有
的领导干部虽然整天忙忙碌碌、紧紧张张，但在基层发挥的效益
却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脱离基层需要的上层活动、形式
主义和表面文章所造成的。领导干部的精力是否集中在基层，不
能光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下去了多少天，关键看帮基层
办了几件实事，为群众解决了多少问题。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切实
把那些可开可不开的会、可搞可不搞的活动坚决砍掉，腾出更多
的精力用在为群众办实事上。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矛盾问题和风险考验，唯有“下”字当头、“干”字为先，遇到困
难不收手，干不成功不罢休，以实干求实绩，以钉钉子精神抓好
工作落实。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
四
下
基
层
﹄
为
基
层
赋
能

刘
仕
斌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五
多”问题，也有不少人被“五多”
问题折磨过。它分为旧“五多”
和新“五多”：旧“五多”问题即
是会议多、文电多、工作组多、
检查讲评多、上层活动多；新

“五多”问题即是一网打尽的会
议多、层层转发的文电多、临时
下达的任务多、需要背记的题
库多、索要情况的电话多五个
方面问题的总称。其实，“五多”
问题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说法，
并不止这些表现，实际工作中
还有很多。

“五多”问题为何会产生？
有人分析是原来机关机构多、
人员多，精简机构以后，机关编
制少了，但思想观念没有转变，
原先各种冗繁的工作并没有减
少。问题根源在哪？主要还是形
式主义。上级的文电多、检查
多、活动多……上行下效，每一
级都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总体
计划部门，各项工作难免发生

“交叉”“打架”的现象，让人疲
于应付。

解决“五多”问题，大致有
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就问题论
问题。要控制下发的文电数、会
议时长、活动次数、讲话人数
等，应从实际工作入手进行消
除。但这种从具体的问题本身
着手的做法，刚开始或许能立
竿见影，但随后便会疯狂反弹，
甚至还有可能催生出一些新问

题。第二种是从责权上着手。
“五多”问题的产生一般与上级
机关职能部门不负责、不履职
或者乱负责有关，只要严格约
束领导机关权力运行和管理行
为，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如
领导机关部门繁多、人员众多，
机关一个方案，基层就一片忙
乱，苦不堪言。所以要精简人
员，把臃肿不堪的大机关精简
成为精干高效的“小机关”。但
这些做法只能治标没法治本，
我们必须从体制上着手，方能
根除这久治不愈的顽疾。因此，
解决“五多”问题，各级政府应
把同级机关所有的文电、计划、
活动都“统管”起来，防止混乱
交叉，防止扰乱基层正常工作
秩序，确保基层能够集中精力
抓落实。要抓好信息统计和计
划预审，对下发的所有文电进
行预审，确保重要的紧急的事
情得到及时办理，同时又保证
各部门之间的文电没有交叉冗
余。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
必须以“零容忍”的决心，抓好

“当下改”和“长久立”，从思想
上、制度上固根铸魂、刮骨疗
毒，坚持不懈纠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这两大顽瘴痼疾，以过
硬的作风打造过硬的队伍，以
过硬的队伍干出过硬的业绩。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
究员、军事学博士）

坚持不懈消除“五多”问题
鲁闻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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