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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基层工作纷繁复杂。3月 19日
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常
德市港中坪村考察基层减负情
况。总书记指出，党中央明确要
求为基层减负，坚决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要精兵简政，
继续把这项工作抓下去。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为纠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重基层
负担问题，近日全国多地面向社
会征集问题线索。4月8日镇江
发布征集公告，征集范围包括搞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等现象，
对重要问题线索，经查证属实的
将严肃处理。

湖南常德近日针对“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问题向全市征集线
索，征集包括政务应用程序、政
务公众号、工作群组等方面存在
的强制打卡、功能重复、建而不
管等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日前也面向
社会征集问题线索，对征集到的
问题线索将认真核实，督促有关
地区和部门单位受理。

近日，湖北孝感市发布关于
开通“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举报渠道的公告，受理
内容包括调查研究走过场、督查
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

为基层减负已成为各方共
识，近年来，国家明确要求为基

层减负，多地也持续推动减负落
到实处。

前段时间，南京市政府党组
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更
大力度为基层减负，完善重视基
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的体制
机制。青海省压减村级组织协
助政府工作事项67%以上，依法
依规取消 5种不应由村级组织
出具的证明事项；无锡市已清理
面向村、社区或延伸到村级组织
的政务应用8个、新媒体公众号
8个、微信小程序44个、网络工
作群组 749 个；甘肃省出台措
施，在压减会议数量、提升督查
质效、精简开展调研等 14个方
面提出具体要求。

基层减负
还有哪些甩不掉的“花架子”？

“以前我们要在好几个政务App间来回切换，后来整合成了一个。”常州市武进区某社区工作人员
王轩（化名）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基层减负为他们减掉了部分负担。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举措
持续深化减负工作。基层工作纷繁复杂，减负效果好不好，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近日，现代快报记者
采访多地多名基层工作人员了解到，减负确实让他们从一些无谓的繁复事务中解脱了出来，不过重复
做台账、不停地打卡留痕等形式主义“花架子”依然存在。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减负取得实效的同时，有
基层干部希望“减法”还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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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政务App的初衷本是给
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然而一味追
求数量后，表面上看覆盖的服务类
别很多，但时间长了，一些App却
躺着“落灰”，不仅浪费资源，还演
变成套在基层干部身上的“枷
锁”。现代快报记者采访得知，这
一现象目前已经有所好转，过度的

“指尖政务”正在减少。
不少基层干部都是身兼多职，

90后的王轩就是其中一位。除了
负责资料整理等工作外，她还要兼
职网格员。在王轩看来，以前每个
网格员在社会治理、长效管理方面
要安装 2~3 个 App，很多简单的
工作重复做，现在都整合成了一
个。这对基层工作者来说，“指尖
上的负担少了，为民服务的精力也
更足了。”

80后张施（化名）也有同感。
“我们社区负责民政工作的一位同
事，以前每天要打开的上报系统有
十几个，要花半天时间填报各类表
格。”张施是南京主城区的一名社
区书记，在她看来，App实用最重
要，“之前我们工作中会用到的区

级政务App有将近20个，后来专
项整治清理了十几个。数量减少
了，工作实效也大大提高了。”

各种材料要得多，一度让基层
疲于应对，尤其拍照留痕是部分条
线台账的硬性要求。为了有足够
的痕迹素材，以前一些基层工作人
员会通过换马甲式的“摆拍”，让一
次活动的照片用到不同条线的台
账中去。

洪婧（化名）是南京玄武区的
一名社区书记。她告诉现代快报
记者：“以前举行社区活动，我就是
站在旁边发马甲的人。居民就半
开玩笑吐槽我搞‘形式主义’，我也
很无奈。”随着基层减负逐步推进，
近年来不同条线对于台账不再有
形式上的要求。“我们有了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去办一些居民喜欢的
活动了。”

以往，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也
给基层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洪
婧表示，如今开会频率也变少了，
上级单位会对各种会议进行整合，
比如各条线都有工作要布置，那就
集中开一次会，大大提高了效率。

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工作，
有成效的同时还有哪些需要做
减法？采访中，有基层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工作负担依然较重，一
些“形式主义”的工作换了个马
甲，又重新登场，让基层人员加
班加点成为日常，他们希望减负
要继续减下去。

以做台账为例，接受现代快
报记者采访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
提到，基层工作里依旧有重复要
做的台账。张施说，现在纸质台
账、电子台账都要求做，虽然繁
琐，但是证明自己工作的重要凭
证，必须做。此外，台账还存在重

复制作的问题。张施说，同一主
题的工作他们可能要做好几份台
账。“比如消防主题，住建部门是
住建部门的台账，消防部门是消
防部门的台账……一项工作要做
多份，不少内容都是重合的。工
作要推进，又有重复的事要做，所
以加班加点就成了日常。”

常州武进区某社区工作人
员刘文（化名）也有类似的感
受。“我们每天都在写工作汇报，
占用了大量时间、人力。上一个
工作记录还没写完，又要换上不
同的马甲挨家走访。希望各个
部门能尽快统筹检查规范和考

核，让我们少做些台账。”
基层减负，台账负担是老生

常谈的问题。对此，南京大学城
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武
建议，部门之间要形成集成化的
工作理念，不能将自己本身的工
作过度下沉到基层。“现在有了
更好的大数据、区块链等智慧治
理技术，建议把大量的台账工作
交给大数据部门来提供。”其次，
相关部门也要形成数据共享平
台，最大程度打通各个部门之间
的壁垒，还可以建立统一、有序、
及时的信息报送数据平台，减少
基层重复劳动。

政务 App 大量精简了，但
指尖上的“负担”转换了形式。
宿迁一乡镇干部在工作中发现，

“会打卡”是一项必备的技能，
各种各样的打卡任务需要在现
场拍照，然后再上传到群里。

“有人甚至会一次拍十几张各种
角度的照片，然后上传。”他希
望上级能及时调整打卡任务，减
少不必要的流程。

对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也出现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
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近日
通报的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
层减负典型问题里。

其中提及：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在公益活动中设立点赞指
标加重基层负担。2023 年，齐
齐哈尔市在参与“点赞中国城”
公益活动期间，市委宣传部下发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各单
位定期调度进度，通报点赞数量
排名情况，并明确提出各地区参
与率不得低于总人口10%的要
求。各县（市、区）召开专题部
署推动会，层层传导“压力”，有
的县区要求“向主要领导汇报数
据统计情况”，有的县区提出每
个社区每天要完成500个点赞
任务。有的学校和医院分别要
求教师、学生、家长和医生、护
士全员参与，班主任汇总全班

“点赞”证书照片打包上传。这

种摊派点赞任务的做法引发基
层干部群众反感。

如何真正为基层工作人员
“指尖”松绑？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
表，宜兴市西渚镇白塔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阳华也带来
了基层干部对减负的呼声：上级
部门在检查考评时要更加注重
实质性工作成效，减少对形式的
要求；减少纸质材料和现场照
片、视频等要求，避免基层重复
劳动和浪费资源；对基层的检查
考评，既要注重实地调研和深入
了解，也要避免重复调研和多头
检查，让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政务App精简十几个，“文山会海”少了

减负有成效

还要做哪些减法？

重复做台账现象仍存在，数字化办公需更进一步

打卡、点赞任务多，建议考评更注重实质成效

让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全国多地征集线索，整治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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