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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干部担当作为面临三大困惑 
——乡村组织振兴“淄博实践”的观察与思考（一） 

 

今年是中央“基层减负年”，也是山东省委“工作

落实年”。一方面，基层需要松绑减负；另一方面，振

兴乡村还要狠抓落实。“最后一公里”事关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的成色。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近日在基层调研时

发现，当前，困扰乡村干部担当作为的“中梗阻”问题

依然突出。其中，政策落实“一刀切”、问责压力大如

山、各种条条框框“束手束脚”三大问题痛感最强，也

最需要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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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干部担当作为面临三大困惑 

——乡村组织振兴“淄博实践”的观察与思考（一） 

今年是中央“基层减负年”，也是山东省委“工作落实

年”。一方面，基层需要松绑减负；另一方面，振兴乡村还

要狠抓落实。“最后一公里”事关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

成色。 

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近日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当前，困扰

乡村干部担当作为的“中梗阻”问题依然突出。其中，政策

落实“一刀切”、问责压力大如山、各种条条框框“束手束

脚”三大问题痛感最强，也最需要标本兼治。 

一、困惑一：政策落实“一刀切” 

“七一”前夕，淄博市不少地区按计划要表彰一批优秀

党组织和个人，组织部门按程序将推荐上来的乡镇候选名单

交纪检部门审查。审查结果令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困惑：候

选乡镇党委或多或少都有背着处分的班子成员，表彰先进都

成了难事。 

农村旱厕改造是中央、山东省委高度重视的重大民生工

程。落实到基层，让好事办好却并非易事。近年来，农村空

心化问题严重，不少村民长期外出务工，甚至举家进城，村

中老房关门闭户，无人居住。在问责压力下，为了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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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厕指标，一些地方让工人搭梯子入户施工，完工后再爬梯

子出来。如此，光明正大的惠民工程变得“偷偷摸摸”。 

是什么让好事变成了难事，甚至是“糗事”？其中，既

有“不切实际”“不接地气”的拍脑袋决策问题，也有机械

执行任务指标、不作为不创新的问题。一些“二传手”干部、

“夹生”干部不研究基层实际，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搞得

基层怨声载道。有些部门下达任务喜欢搞“运动式”，多少

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要求基层一夜之间就要彻底解决，反

而触发了更多的社会矛盾。 

 

 

 

 

 

 

本来是种菜、种粮的塑料大棚，竟摇身一变成为“私家农庄”“大

棚别墅”，2018年底，全国专项整治行动查出11.4万个违建“大棚房”。

但在部分地区大棚房整治中，地方政府推行高压政策，大量正常的农

业经营设施被拆。       新华社发（朱禹 徐骏）  

 

目前，在部分农村，年初大棚房整治“一刀切”触发的

群众信访事件仍未平息。据了解，因为部分地区大棚房整治

推行高压政策，大量正常的农业经营设施被拆，老百姓敢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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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言，基层干部也心有怨气。有的村干部反映，近期各乡

镇举办喜迎建国 70 周年红歌比赛，很多村民积极性就没那

么高，与之前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中央的政策都没问题，但基层情况

千差万别，能否多给基层留出时间和余地，下达考核指标也

要听听基层声音。在鲁中山区，冬季最低气温零下一二十度

不说，山村缺水普遍，硬要旱厕改造不现实。 

二、困惑二：问责压力大如山 

尽管中央和山东省委连续发文严禁“泛化问责”，但问

责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仍然笼罩着基层干部。更值得注意的

是，问责压力还有蔓延之势，不仅乡镇干部深受其扰，一些

村干部也陷入困惑。 

时值仲夏，风吹麦浪，鲁中大地一片金黄。在丰收的喜

悦背后，一股消极情绪在部分村干部中间弥漫。 

不少村干部反映，现在工作很难开展。“电视问政上都

是负面的，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也给老百姓一个印象：这些

官平时都不作为，只有媒体曝光才行。”一位村支书说，问

政问责是好事，但总是些负面信息，就会影响大家的情绪，

也在农村引发一些其它问题。有些群众现在已经是“信访不

信法”，有了问题和意见不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动不动就举

报、上访。然后上级就会第一时间追责村干部。这对一些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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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涣散村确实有效，也震慑了很多农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

但一些积极作为、想干能干的村干部也被捆住了“手脚”，

干什么都有人反对，正常工作无法开展。“我干了十几年村

支书，这两年开始感觉工作没法干，甚至都有点无法生存的

感觉。”谈起担当作为，一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村支书一

肚子苦水。 

滥用问责挫伤基层积极性，已并非一地一时的个例。 

去年以来，新华社《半月谈》连续调研基层痛点，在全

国引发强烈反响。中央也心系基层、关爱基层，先后印发了

《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为检查考核“瘦身”，

为基层干部减负。山东也多次出台文件和意见，要求正确使

用“问责”手段，不能搞“泛化问责”，绝不允许用问责代替

管理。但具体到基层实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基层减

负难以一蹴而就。 

同时，基层干部队伍也良莠不齐，“慢牵牛”“二传手”

“夹生干部”也并不鲜见。有些基层干部，工作松松垮垮，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不撞钟。尤其是随着问责增多，“多

干事多担责任、少干事少担责任”的心态在一些地方蔓延。

现在一些基层已经出现“问责什么干什么，不追责的工作没

人干”的恶性循环。说起问责，上级部门也感到很无奈，考

核就会增加基层负担，但不考核，工作又如何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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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困惑三：硬杠杠“束手束脚” 

“农村买一把苕帚，补个轮胎，都要开具税务发票，太

死板了。”在调研中，有村干部反映，规范村级财务制度虽

好，但一些要求不符合农村实际，逼着农民去造假。与城市

不同，农村很多农产品是农民自产自销，没有工商登记，也

开不了发票。正常的村集体采购，被迫变成了“联合造假”。 

在集体经济较好的淄川区月庄村，每年要向每位村民发

放 2 袋面粉、2 袋大米、1 袋小米、24 桶矿泉水以及酱醋等

大量福利。这些产品有的直接从村办企业采购，有的从外部

采购。过去，村集体这笔开支，既可以要发票，也可以开收

据，据实入账即可。如今，按照新的财务管理要求，所有支

出都要有发票。仅此一项，村里每年就要大约增加开支 30-50

万元。 

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什么还要增加农村负担？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下一步，在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中，

能否考虑百元以下的小额支出取消发票入账的硬性要求，给

村民发放的福利支出可以适当减免税负，推出更多便民、利

民的政策。 

此外，还有干部指出现在推行的“村级零接待制度”，吃

喝风是堵住了，但如何保障合理化支出仍有待创新。 

“这么热的天，客人远道而来，喝瓶矿泉水都算招待、

违纪。”一位村干部说，如果连瓶矿泉水都招待不上，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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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懂礼节似的。还有在落实招商引资过程中，也遇到村

级财务“零接待”的困惑。 

“我们是来干工作的，不是来犯罪的。”一位村干部呼

吁，条条框框太多，不仅捆住了手脚，还可能把大家逼向违

纪违法的道路。专家认为，农村基层情况千变万化，很多事

情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一禁了之很容易，关键还是要看

如何疏导。精准治理、精细管理任重而道远。 

四、困惑之外是期待 

政策“一刀切”、问责问政压力大、条条框框增多……

这些普遍性问题考验着政策制定者，也考验着基层落实者。 

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也曾是个一穷二白的落后村。在

一无人才、二无资金、三缺资源的情况下，村支书赵东强关

闭了自己的工厂，2013 年带领大山深处的 113 户村民将全村

的土地、房屋、果园、山林等资源评估后入股成立专业旅游

公司，发展乡村旅游，走上共同致富路。 

2018 年，中郝峪村接待游客 60 余万人，全村综合性收

入达到 3000 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也从原来的不足 2000 元

达到 4.3 万元。村里还办起了食堂，向全村老少免费供应一

日三餐。中郝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期间，村支书

赵东强突发心脏病，做过两次心脏搭桥，换了一个动脉瓣膜，

安装了三个支架，一度在医院昏迷五天五夜，也牵动着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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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心。出院后，他仍然在村里忙上忙下，一年要接待上百

个外地学习考察团，作 500 多场次报告。都说共产党员是用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担当作为好书记”赵东强是好样的。 

 

 

 

 

 

 

 

 

 

 

“青年旅舍”“乡村记忆博物馆”“时光超市”，一个又一个的创

意活动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游客来到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村支书赵

东强（右）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的路子走对了。 

 

面对同样的基层困惑和困难，有的干部有情绪，有的干

部有行动。新华社经济分析师认为，为基层减负，卸去包袱

和重荷是为了轻装上阵，解放手脚是为了激励干部干事创

业。在全面深化改革，转型时不我待的历史关头，在基层既

要做好“减法”，更要做好“加法”。 

基层治理矛盾重重，原因有很多，但组织振兴是根本一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k17HIwji8Tx4KBsA3_093qLQKiXEZ6657dxy6j-g4FkyBaYKerzRcpcPdGLr5SACUWdwmD2CXPzn2FimjHCn_&wd=&eqid=d402ba220004d1c3000000025d132f8b�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k17HIwji8Tx4KBsA3_093qLQKiXEZ6657dxy6j-g4FkyBaYKerzRcpcPdGLr5SACUWdwmD2CXPzn2FimjHCn_&wd=&eqid=d402ba220004d1c3000000025d132f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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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不少乡镇书记天天把党建挂嘴边，却很少真正将党建作

为第一责任来抓。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主责主业的“不到位”，必然存在职能的“错位”，甚至“越

位”。 

“造成基层党组织职责错位、越位的重要原因在于主责

主业不聚焦、不突出和不创新。”淄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

磊说，引导各级书记强化主责主业意识，解决基层党建工作

落实“中梗阻”问题，就抓住了当前困扰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的症结所在。 

长期以来，在重经济轻党建的错误观念影响下，不少基

层党组织书记很少认真谋划基层党建工作，很少主动破解基

层党建工作难题。有的党组织书记认为党建工作务虚较多，

不如抓经济工作来的实在；有的认为抓党建工作不容易出政

绩，既使抓出了成效也很难被上级领导和普通群众发现，是

“潜绩”，而抓经济工作和项目建设则很容易出变化、出面

貌，是“显绩”；有的抓工作存在好人主义、功利主义、实

用主义倾向，见效快的就抓，有利益的就抓，没有履行好“一

把手”的党建职责。 

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党建

工作堵在“中梗阻”，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干部难以担当

作为，上面政策再好也没人干，乡镇振兴落不到实处。县乡

党委抓农村基层党建，乡镇党委书记强化党建“主责、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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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意识，既是党建工作的需要，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鼓舞干部担当作为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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