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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我们为什么觉得弱势
去年一项问卷调查显

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的 党 政 干 部 受 访 者 达
45.1%。看来，在过去的一年
中，不少官员尤其是基层干
部过得并不轻松。他们面临
着怎样的压力，有哪些困惑，又该如何应对呢？

基层干部公务接待悲喜录

时下，公务接待已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
作”之一。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言：“如果
不陪吃陪喝，工作不会这么辛苦。”可以说，基层
干部对泛滥的公务接待已经不胜其烦。其实，
国家对“公务招待”的限制十分严格，但林林总
总的规范和约束往往敌不过“潜规则”。山西平
遥的官员一语道破天机：“来的都是客，一个都
惹不起。”在这种情形下，公务接待如何“突围”，
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一区直单位 一天接待了7个考查组
大大小小的检查考查，让基层干部苦不堪

言。在广西沿海某市，多个乡镇每年接受上级
单位的考察少则为 30 项次，最多的达 90 多项
次，乡镇领导一年差不多有150天至300天忙于
应酬接待。在著名风景名胜城市桂林，某县一
个月就接待了 80多批来自区、市的考核、评比、
达标检查团，还不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考
察团”。在中越边境盛产红木的某县级市，一区
直单位一天之中接待了 7 个考查组，中午安排
考查组在不同酒店用餐，班子成员倾巢出动仍
不够用。为了给每个考察组敬酒，局长坐着汽
车在不同酒店间马不停蹄地跑。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戏称：“酒量就是能量，
酒风就是作风。”在广西某县级市，政府竟提出了
这样的口号：“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
力”。在如此理念推动下，接待工作对基层干部的
身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喝酒已成为接待工作
的中心工作，成为基层官员的“必修课”。

原则斗不过潜规则
“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

心态的写照。“公务接待是个苦差事”，广西崇左
市某县招商部门领导诉苦道。“应酬是我工作的
主要内容之一，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
客，常年喝酒应酬，身体喝垮了，家里的事情顾
不上。”他告诉记者，该县属老少边穷地区，优势
不明显，就千方百计请领导和老板过来调研、考
察，如能引进好项目，那是全县人民之福。

崇左市某县一部门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
连。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
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
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
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一位长期在西部地区工作的山东籍干部告
诉记者，你问我工作是苦还是甜，我的感觉是，
辛苦归辛苦，但对于单位和我个人而言，苦尽也
有甜来的时候。一些重要的接待做好了，的确
比日常工作容易出成绩，也容易受到单位领导
的重视，对个人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虽然有意见，但也不敢提
“基层干部太难当了！”采访中一位副乡长

发出如此感慨，“下来的都是领导，每天的接待
除了精力上的透支，精神也始终处在焦虑之
中。”一些干部认为，工作上干得再好，在接待应
酬上不周到，也可能阴沟翻船。在哪里接、在哪
里吃、是否一把手陪同、饭菜档次等等这些细节
成了接待是否成功的关键。由此，领导的喜好、
口味等成了接待单位提前准备的“情报”。

“我有胃病，口袋经常揣着药，但也得陪好，
谁也得罪不起。”百色市某乡镇一位赵姓书记这

样感慨道。赵书记介绍，对上面的来人，除面上
工作要做，主要靠接待。这点做不好，检查、考
核可能就通不过，尤其像计生、维稳、环评等都
是一票否决。现在上面管事的“婆婆”太多，你
要是接待不好，工作再出色，百姓再满意，被那
一票给否决了，就什么都黄了。

据了解，目前接待的经费主要由乡镇自筹，上
级财政没有专门的拨付，有些乡镇的财政情况本
来就很紧张，公务接待无疑更加重了基层负担。
所以提起公务接待，一些乡镇领导怨气冲天却又
很无奈。他们说，有的检查组讲究档次、规格，带
吃带住带玩，实在受不了。可你还不敢怠慢，要是
接待不好，上面有意见，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公务接待如何走出困境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

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国家行政学院汪
玉凯教授说，“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
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
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再者，恶化干部
群众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事实上，早在 2006 年，中办和国办就联合
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该规
定明确：党政机关不得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
举办会议和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和方式变相
旅游；接待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
证券和贵重礼品、纪念品等。这些规定可谓切
中时弊，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现实中，有的地方已经鼓起勇气，开始打破
“潜规则”。如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把迎来送往
者的名单及消费账目公布出来。而结果却是，
白庙乡的做法叫好不叫座——因为业务经费开
支全部公开，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
相比减少了一半，乡政府就当地水、电、路等问
题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也少见回音。

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
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
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
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
通道。正如有基层干部所言，治理公务接待中

的吃喝玩乐风，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必须进行综合治理。

基层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长期以来，媒体对基层干部可以说“贬”
多“褒”少；在不少人眼中，一些基层干部多
为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事
实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体制内
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当“显规则”与

“潜规则”合力施压时，当自身素质与时代要
求不相适应时，一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被
动化”生存的一族，在夹缝的挤压中，有不堪
承受者甚至选择了极端行为——自杀。记
者最近在基层采访发现，当前基层干部这一
群体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
所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十分突出，却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

倾听基层干部的“压力自述”
自述一：辽宁沈阳市某区法院院长在接

受采访时说，现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把我们
基层法院搞得没有办法招架，每年一遇重大
活动的时候，全院干警都得动员起来，几人
一组对重点上访人 24 小时“死看死守”，为
了阻止这些人进京上访，我们是哄、劝、看、
控、守无所不用，大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该法院民庭一位庭长告诉记者，我们的心

理压力太大了，前年时，我们接到任务稳控一个
想进京上访的人，我们一组共 4人，两男两女在
他家楼门口盯守，吃喝全在车上。有时候他突
然一转弯没影了，我们就得赶紧四处撒开去
找。有同志开玩笑说，法院的法官都成“特工”
了。从接手这个活儿，到最后撤出，总共 6天时
间给我们折腾得差点进医院。

该院院长说，这些本不是法院的正常工作，
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基层法
院一直在做大量信访工作。最让人愁的是现在
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有关部门交办的上访案件，限
期息访，但没几个能息访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述二：“最怕的就是半夜来电话，如果再
出一次火灾，我半辈子的奋斗就没了。”江西北
部地区某乡乡长林斌（化名）这样回答记者的问
题。2008 年 3 月一天傍晚，一次村民烧田埂引
燃了林斌所在乡的山林，由于天干物燥，这起火
灾很快席卷附近的林场。林斌得知情况后，第
一时间组织干部前往现场灭火，连续奋战了两
天两夜，才把大火扑灭。林斌也因这起火灾背
上了行政记过的组织处分。

“那么多山林被烧，受点处分我也没有怨
言。”林斌说，但说句实话，我们此前也做了大量
宣传，要农民注意防火，乡里干部人手有限，不
可能天天蹲在村里，一出事，棒子就打在乡主要
领导身上，有时真是不堪重负。

自述三：西部地区的一名乡长对记者说，乡
镇工作是一个大杂烩，要应付和领取各部门的
工作任务，不停地跑，不停地干，总是干不完。
作为乡镇主要领导整天忙于“文山会海”、接待
应酬之中，根本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就是在周
末也要加班。特别是一些上级部门，根本不考
虑基层干部的辛劳，即使他们在闲逛游玩，也打
着检查的旗号。如果他们玩好了，以后我们的
工作就会顺利，否则就等着“穿小鞋”吧。你说
上面哪级领导咱能得罪起啊？于是成天忙忙碌
碌，委屈更不用说。“家里几乎是指望不上我们，

这么多年我连一个灯泡都没帮家里买过。孩子
都上三年级了，一次家长会都没去开过”。

江西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教授陈爱娣说，
基层干部面对的往往是“钢铁般的任务”和“泰
山般的责任”，全心扑在工作中，一旦不能完成
任务，上负组织，下愧百姓，中间对不起家庭，各
种压力一齐袭来，很容易把人击垮。

一位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干部压力的认知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权朝鲁经常接待

前来咨询的基层干部。他说，这两年，从科级到
厅局级干部都有因心理问题来找他咨询的。“干
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理健康问题不容
忽视。”他说。权朝鲁分析认为，领导干部主要
有几种心理问题：一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感觉别
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
困惑。二是因为个人有经济问题，担心暴露。
有的虽然现在是一把手，但担心退下去以后东
窗事发，为此长期睡不好，整天忧虑不安。三是
提拔问题，为不能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
情绪传达给孩子、爱人，弄得家庭气氛也不安。
四是有些年轻干部过早出现身心疾病，血压高，
头晕，睡不好，爱发脾气，30多岁就一身病，自己
也感到很可怕。五是家庭关系紧张，有的夫妻
关系不和，有的存在感情问题。因感情问题前
来咨询的不少，一些干部有权有钱有地位后，容
易发生婚外情，有的甚至婚外生育。

多份调研报告揭示基层干部“心”累
北京市对 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的一

项心理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 25%的人存在心
理问题，３%的人有严重心理问题。安徽黄山
市委党校在对所属三区四县 100多名各级领导
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中发现，干部们普遍
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
不平衡”现象和“心理疲劳”症状，存在一定的

“浮躁”和“压抑”心理，还有些人对个人的工作、
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
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
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
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
理。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
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霍团英说，她长期为
干部上心理课程，以为领导干部都是强者。调
研结果令她感到震惊，值
得注意的是，人在填写问
卷时，一般带有掩饰性，所
以实际数据可能还要高一
些，问题还会严重一些。
基层干部成了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人性化的提
高，行政法制化、和谐化，基层
干部成了新增的弱势群体。

首先，基层干部是出
力不讨好，两头受气，谁都
可以批评。上面领导的旨
意要坚决贯彻执行，下面
老百姓的要求也必须满
足。不管是上级，还是老
百姓，都得罪不得。完不
成任务，上级要批评，要扣
工资、奖金，甚至要“一票
否决”。事情处理不好，老
百姓要骂。如今老百姓知
道政策，无论大事小事，有

理无理，只要稍微不如意，
就要去上访。上级领导只
要接到了信访，一句话“必
须想办法摆平”，把问题消
灭在萌芽阶段。唉！这就
是基层！

其次是上班没有固定时间。即使不是上班时
间，老百姓一样要找你办事，要求解决问题。老百姓
多数是理解的，不过也还有常常骂娘的，众口难调。

再次，基层干部工作环境差。干部大多是两
地分居，生活单调枯燥，工作头绪多，量大，可是
在政治和物质待遇上又是最差的。用人吧，都是
上面下派，或者是提拔有关系的；待遇吧，就是工
资和津贴。除了生活费、电话费，所剩无几。

基层干部真辛苦，有老黄牛的精神，吃草但
要拉犁，上级应该加大对基层的调研，解决他们
的实际问题。村级干部(包括居委会)工资待遇
太低，这已经是老问题了。年年都在说是要提
高，但是年年总让村干部们失望。他们同样都
是人呀!但是待遇与公务员相比，简直没法比。

难道说基层干部没水平吧？在同一个环
境、同一个问题上，要用同样的方法处理问题时
还得依靠他们，因为他们在基层摸爬滚打很多
年，有经验，有法子，有耐心，有忍心！

基层干部如何面对“做慢工干苦活”
基层领导干部，身在基层，肩负一方兴衰。

一政一策，一举一动，关乎民生福祉，责任重大。
在一个地方要干什么，怎么干，树立什么样的政
绩观，是对党性的检验，也是对人格的考量。

一位西部的县级基层领导提出，树立正确
政绩观，就是要把职务当做事业来做，去干有利
于人民、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事，把政绩印在老百
姓的心底。

要勤于干小事。沉下心来想百姓所想，不
因善小而不为，时刻牵挂百姓冷暖，关心群众的
衣食住行，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坚持干小
事，垒土成高台。

要肯于做慢工。坚持打基础、利长远、增后
劲，重视经济指标的增长，更要重视社会建设、改
善民生，踏踏实实为老百姓谋利益，一步一个脚
印，坚持做慢工，经久成大业。

要乐于办傻事。坚持新官理旧账，甘为他
人作嫁衣，多给后人播绿荫，在传承接力、团结
协作中把事业推向前进，宁要守拙干实事，不能
讨巧求升官。

要甘于干苦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良好
作风，嚼得菜根，做得百事，能舍能忍，不畏艰
难，扑下身子带领干部群众在工作一线推进落
实、推动发展，以吃苦奉献的优秀品格赢得群众
的信赖和爱戴。 据《半月谈》

公共难题需用公共性建设破解
在城市化不断加速的本土，特大型城市如何突破交通

“越治越堵”的怪圈，已经成为地方人大、政协“两会”必须
直面的民生关切。事实上，拥堵已经不是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的专利，杭州、西安、南京、长春等省会级城市也面临
拥堵的难题。如何治堵正在成为这些城市的公共难题之
一。（1月18日新华网）

交通拥堵是城市病。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城市贫困等皆
为城市病，在诸多城市病中，交通拥堵无疑是很厉害的一种。

城市要发展，就会有发展的迷茫与困惑。不是感觉，
是真的，作为个人消费品的汽车现在是越来越多。机动车
数量猛增，原有的道路、交通标志等，就无法满足交通的需
求。再加上交通方面的设计不合理，一些施政者在推广大
容量的便捷公共交通这样的民生关切上偏于轻描淡写，接
踵而来的必然是交通拥堵。

柴米油盐酱醋茶，俗称开门七件事。但这七件事组成
的民生关切，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农耕时代的生活特征。现
代人“开门”，首要的还是要考虑如何出行。出行不便，人
就会闹心，就会增多焦虑感。交通拥堵这样的城市病，说
来说去还是病。城市生病，病所推及的是人，等于是人被
病。往大处讲，这儿也堵，哪儿也堵，城市的和谐性、宜居
性就会降低，生活的品质就会下降。

不仅是本土，国外城市同样也有城市病，路上的车同
样也会蜗行。但是，那些城市想出的有效的治堵办法，很
多都值得本土城市拿过来一用。譬如，加拿大的多伦多、
温哥华等世界排名居前的宜居城市，作为准公共品的公共
交通不仅便捷、舒适，而且是富有魅力的文化载体。多伦
多的有轨街车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成功地把居民
和游客引向了公共交通。回归公共交通，是在倡导一种好
的价值理念，是让人们享受绿色出行。这比采用“车牌拍
卖”的方式，提升驾车成本，不知要好上多少。“车牌拍卖”
在有的城市卖出了“世界上最贵铁皮”，这与转变居民出行
方式，让大家尽量低碳出行相比，招数哪高哪低，谁是以人
为本，一望便知。

治堵是公共难题，是城市施政者绕不开的民生难题，解
开这个难题离不开民本思想，需用增多公共性建设破解。提
供更多的城市公共品是施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公交工具优
先，公交用地优先，公交路权优先，就是多数人的出行权优
先。可以说，绿色消费理念里有它们的位置，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里有它们的位置，社会公平公正的本质里有它们的位
置，城市文明的核心里亦有它们的位置。 伊 文

微博上各阶层的人物脸相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

上一千万呢？其实已很难分
析了，按照一般社会调查的方
法，可以发放问卷，按职业分
析，按收入分析等等，但这种
分析毫无意义，其实也只相当
于人口普查中的某些做法。
微博上有些什么人呢？其结
构跟本土社会人员结构极其
相似。（1月19日《新京报》）

一滴水可以映见太阳的
光辉，“知微而见著”。由于微
博对用户的技术要求门槛不
高，因此，它是一个众人喧哗
与呼应的世界。微博作为一
个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
台，已是一种生活方式。简单
的片言只语，既能记录思想，
亦能关注今日生活的点点滴
滴。就是说，在微博上，能够
听到个人生命和时代脉搏的
跳动，能够感受众生的苦乐、
众生的酸甜、众生的安宁、众
生的不安，能够体验世间的无
常、世间的灾难。

每日每时，微博上都有光
看不说的人。这就是王小波所
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
是旁观者，是围观者。沉默者
不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一群，沉
默者不过是披着沉默的外衣。
沉默就是语言，无声也是表
达。尽管只看不说，可是哪一
个围观者心里没有自己的小九
九，没有人格独立性及判断
力？围观不是白围观，围观推
动社会，围观改变本土的方方
面面。尽管围观者不言不语，
但他们是最重要的民意力量。

微博已不是一个空泛而概

念化的前沿理念，作为交流工
具，它扩展了个人的言论权
利。微博上有滔滔不绝的人，
有只自己说话而不在意别人怎
么说的人，有遭遇灾害的求助
者，有善心的救助者，有坚信社
会能变好的执著者，有什么都
不信的人，有骗子，有另类官
员，有道德家，有反抗社会习俗
的年轻人。它既然包含了本土
社会各阶层的人，当然就还有
一些不好归类者，他们或是乍
现的灵光，或是逃逸的影子。

有了微博，参与者的“语录
体”方式就能打开一个前所未
有的世界。微博上有纷呈的生
活细节，有个人性情的魅力。
有善良，有与之对称的丑恶。
有懦弱，有刚强。有顽冥不化，
有从善如流。有黑白颠倒，有
真诚再现。其互动关系，关系
互动，带来言语的长河。

社会学告诉人们，所有社
会都有“社会分层体制”，即一
种根据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分
配所决定的人们社会地位的排
列模式。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
等都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极大
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别的社会
问题能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发
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处在哪个
社会阶层的人，一定会为他那
个阶层人的说话。每个阶层的
人的生活诉求都是不一样的，
这在微博上有浩如烟海的例
证。伟大的互联网里面，一个
虚拟的世界中，隐身和显身的
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用围观
和行为，一点点地改变着本土
的一切。 今 语

政府的温暖不能毁在“最后一步”这或许是
两件小事。一
件是，江西九
江市湖口县大垅乡牌骆村公布享受
低保村民的名单，有10余户不符合
条件，甚至有 3 名去世的人还在名
单上，其中包括县民政局副局长的
父亲（《京华时报》1月18日）；另一
件是，人民日报连续报道的黑龙江
哈尔滨市巴彦县镇东乡五保供养资
金截留问题有了结果，村支部书记
等 4 名相关责任人被严肃处理。
（《人民日报》1月18日）

穿越千山万水后递送到普通村
民手中的那一点低保金、五保金，在
权贵者眼里，数目可能十分微薄，但
却承载着国家的责任、政府的温暖、
民众的关怀，甚至是那些生计艰难
的村民的救命钱，绝不可以“小钱”
视之，也不可将其看成“小事”，更不
可任其毁在“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频频失守，首先在
于有些管理部门缺乏监督，运行程
序不透明。目前农村低保金的资格

认定、资金发放等，基本上都在民政
和基层政权内部封闭运行，该给谁、
给了谁、总数有多少……这些关键
信息往往只掌握在很少的人那里，
虽也有公示，但公示得并不是很到
位，至少并没能完全或基本上杜绝

“人情保”、“关系保”的屡屡发生。
民政系统负有输送政府温暖的

重责，事务固然繁杂，但这不应成为
责任弃守的理由。民政局副局长的
父亲去世两年为何仍吃低保？湖口
县民政局有关人员的解释居然是：

“全县7000多户低保户，仅凭我们科
室3个人，根本不可能核查清楚。”这
样的说辞公然放弃监管责任，也难
怪这个县低保发放如此混乱。

其次，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过于冷
漠自私，缺乏公心。骗取、挤占低保
金、五保金的关键人物中，往往是村干
部。这些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在送温暖
过程中随意发放、肆意截留屡见不鲜，

甚至已成为国
家关怀能否顺
畅、公道地输送

到普通百姓那里的制约性因素。
与媒体披露的官员贪渎相比，村

干部的此种贪占可能并不起眼，但其
后果并不逊于那些贪官。因为村干部
就生活在村民身边，可触可感，其所作
所为除了可能直接影响困难群众的生
活外，还会削弱政府公信力，伤害民众
感情，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的温暖不能毁在“最后一
步”，这个难题不解决，国家的惠民
政策只能层层递减、层层损耗，到最
后被扭曲、变味。而要解决“最后一
步”的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监
管，引进社会监督，加大惩治力度；
另一方面，公正廉明、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风需要层层发力，比如，县民政
局副局长的父亲“死人吃低保”的问
题不解决，则村干部就会以此为借
口，让自己的亲属骗保。可见，官不
贪、吏不占，治吏先治官，或者，上下
共治、标本兼治。 胡印斌

收费新方案
据相关人士透露，《广州

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讨
论稿)》已经出炉，内容包括
“年内提高停车费”、“研究收
取交通拥堵费”、“研究推行
限禁外来车进城”等30招。
有关人士表示，将借鉴新加
坡和伦敦通过征收交通拥堵
费调节车辆数量的经验，研
究提出符合广州实际的调节
交通拥堵费的时段、范围、定
价基准和收费形式，对可能
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治堵方案怎么看都像是收费
新方案。 焦海洋/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