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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研究进一步推
动《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
保证的通知》的贯彻落实工作，指出以钉钉子精神把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一抓到
底。

为进一步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举
措，效果如何？形式主义还存在哪些老问题和新表现？广大基层干部还有哪些期盼
和建议？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编 者

减负效果怎么样？

文山会海少了，但形式主义出现新动向、新表现

“文件、会议数量都明显减少了，质量也有所提高。”谈及减负成效，南方某省港
航部门一名处长细数工作变化。“督查考核上，以前部门要花两三周时间撰写简报
、汇总台账等材料，现在，一份书面材料就够了。”

而在重庆开州团区委书记冉奇看来，减负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自己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去抓落实了。上级单位利用大数据共享信息、下基层调研不提前“踩点”，省
下来的时间都用在了解决实际问题上，单位的实干氛围越来越浓了。

过去一年间，类似的变化还有不少。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基层干部向记者直言，
一些长期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依旧存在，有的还出现了新动向、新表现。

“线下会议确实少了，但视频会议却增多了。开展‘脱贫普查’时，市里每天都要
进行视频培训、部署，乡镇有些无关部门，也常被拉进来。”山西晋中市某县驻村
第一书记李某说，视频会议本是为了方便，但若被滥用，也会成为新的负担。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在基层工作中应用越来越多，诸如一些理论学习“
云平台”等工具极大提升了干部的理论素养，但有些省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开发自己
系统内的APP，内容雷同，却都要打卡留痕，智慧办公无形中增加了“云压力”。

更有甚者，一些原有的形式主义难题“改头换面”又重新出现。山西运城市某县组
织部工作人员张某说，“红头文件减少了，但‘白头’的增多了。以县委县政府名
义下发的‘红头文件’不能超过100个，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文件又会以‘
便签’形式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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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久为基层干部诟病的“以会议贯彻会议”现象仍时有发生。东北某省会城市
某区委办公室科员张建川告诉记者，“上级要求我们加强环保工作，其中一条是‘
每个月必须开一次以环保为主题的会议’，年底还要检查会议记录。”

减负为何这么难？

基层人手不足，少数干部政绩观错位

形式主义难题易反弹，减负效果不明显，在东北某县扶贫办科员刘明善看来，这与
基层人手不足息息相关。“和我直接对接的省直部门有8个处室，市直部门有4个科
室，相当于我一个人要落实12个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少事多、有责无权，成为不
少基层干部的痛点。

而针对“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减负怪圈，山西太原某区区委办工
作人员梁某认为，“还是惯性思维作祟，怕担责、轻落实，担心上级精神传达不到
位就被认为是失职，有些地方有时宁愿变着法把文件发下去、把会议开下去，也不
想被扣上‘不落实’的帽子。”

对于这些问题，中办此前印发的《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进一步完
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真正把政治上过得硬
、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强、“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
的干部选拔出来。西部某乡党委书记坦言，“用人导向就是指挥棒，一旦政绩观错
位，没能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就容易造成形式主义。”

在采访中，一些干部反映， 对上级部门的一些考核检查，有时会担心因材料不齐全
而受到批评，这在客观上加重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对此，《通知》对症下药，
提出精准审慎实施谈话函询和问责，规范实施问责的工作程序，及时纠正滥用问责
、不当问责及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这一举措有助于将干部从繁重的负担中解脱
出来，有些基层干部建议，这些举措要落地，还需出台具体细则加以规范、明确。

干部期待怎么改？

形式主义做减法，基层放权赋能做加法

基层减负，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些长久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要想得到
长效解决，还需下足精细功夫，做好配套措施落实。

山西某县街道办副主任原某说，以精文简会为例，会议数量要减少，会议的主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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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知范围等也要尽量具体、避免“大而全”，以减轻无关参会单位、人员的负
担。发文最好也能分清轻重缓急，多替基层做好把关工作，避免简单传达、“一发
了事”。

为了给基层干部“松绑”，一些地方已在积极改变督查检查方式。吉林长春南关区
规定，区直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对街乡督查检查考核事项
减少85%以上。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有良对此深有体会，基层反映强烈的“数据
多头上报”“同一情况反复调度”等问题正在有序改变。

“减法”有了，“加法”也不能少。《通知》提出，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快
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
力投放到基层，这为解决困扰基层的“有责无权”问题提供了方案。

“在以前，办理特困家庭建档可不简单。群众自主申请后，先由街道办审查受理、
调查核实，最后还要区民政局审批认定，整个程序走完，一般需要20多个工作日。
” 重庆铜梁区街道民政干部甘世芬介绍，去年以来，铜梁区探索为基层减负赋权，
将特困家庭建档审批下放到街道办，“办理时间大大缩短。”甘世芬说，进一步向
基层放权赋能，不光方便了群众，基层干部也更有干劲。

而权责明确、管理清晰，也让经常和街道、乡镇等基层单位打交道的朱有良有了更
多机会倾听来自群众的声音。“目前街道、乡镇机构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希
望继续深入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让基层干部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朱有良
说。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
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作者:本报记者 乔 栋 李家鼎 刘新吾 刘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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