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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锐观察

齐鲁晚报：菏泽在
“一把手”电话公开方
面，是否有改进空间？

秦庆武：“一把手”
电话公开只是解决问题
的一种手段，而并非是
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
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
政府转型。电话并不一
定要由“一把手”接听，
可以安排专人负责接
听，并进行详细记录，及
时向领导汇报进行处
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渠
道畅通，“一把手”直接
接听电话也只是个形
式，如果渠道畅通了，谁
接电话并不重要。

齐鲁晚报：“一把
手”们是否应该把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宏观决策
上来？

秦庆武：各部门“一
把手”的主要精力应该
放在宏观决策层面，而
不是处理一系列具体问
题，更不是提供政策咨
询。接听电话不一定需
要领导亲自去做，通过
安排专人负责，或许能
做得更好，这样做就是
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但
前提是领导必须重视电
话接听的情况，能及时
获取有关信息，如果有
电话反映紧急重大的问
题，“一把手”应该能随
时了解，并能直接与打
电话者联系通话。

齐鲁晚报：“一把
手”电话公开是否应该
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秦庆武：我认为，
“一把手”电话公开是一
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在
政府包打天下的大背景
下的一种无奈选择。遇
到麻烦就找“一把手”，
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特
色，而法治社会解决问
题的特点，则是更多地
依靠制度。在健全的制
度安排下，老百姓根本
不需要去找领导，通过
正常的渠道完全能顺利
解决问题。“一把手”电
话的繁忙，恰恰反映了
当前制度的落后，当前
更应该做的就是健全制
度，打通问题解决的正
常渠道。

格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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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秦庆武：

制度健全了，

何须给“一把手”

打电话
本报记者 李文鹏

酒桌上的相互“关心”

“老李，你今天接了多少个电话？
昨天夜里，有没有人给你打？”2008
年，菏泽市直单位“一把手”电话公开
之初，酒桌上，“一把手”们凑在一起，
经常这样互相“关心”。
王道文是菏泽市纠风办的“一把

手”，这个岗位，让他接到的电话各种
各样。“有涉农政策咨询的，也有反映
家庭矛盾纠纷的，甚至有的门前积水
也给我打电话。”
出于安全性考虑，有的当事人不

愿白天打“一把手”的电话。有一位
“一把手”曾在凌晨一点多接到一个
电话，手机响起的时候，这位“一把
手”与家人吓了一跳。在弄清打电话
人的意图后，这位“一把手”感到问题
比较重要，拿着电话走到客厅，这个
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

有着6000余人的菏泽市工商系
统，是当地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系统。
谈到电话刚公开时的情景，菏泽市工
商局长杜学杰坦承，每天接三四十个
电话，让他感到工作压力骤然增加。
“打着各种旗号推销书的、卖礼

品的垃圾电话，占了五分之一。”这些
垃圾电话很牵扯杜学杰的精力。“就
电话内容来说，咨询电话占了绝大部
分。”作为“一把手”，杜学杰说，他必
须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宏观决策上。

但杜学杰很快感受到公开电话
的好处。“基层人员吃拿卡要，很难直
接反映到我这里来。现在，有人给我
一打电话我就知道了。”杜学杰说。

对于这种“被公布”后意想不到

的收效，菏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
张涛深有同感。
几年前，张涛被省质监局由淄博

调往菏泽任职，最让他犯愁的不是系
统人多、钱少问题，而是整个队伍观
念作风如何转变。
对此，菏泽市政府督察室副主任

韩章民说：“说实话，很多单位，政府
机关如果科长找局长，多半只会汇报
喜事、好事。”这种“机关病”的后果是
“一把手”很难了解基层情况。

张涛的电话公开后，基层工作人
员的办事效率与作风却明显发生了
改观。“下面的人工作中存在什么问
题，只要有投诉电话打到我这来，就
会进行查证，一旦核实清楚，该怎么
处理就怎么处理。”
接到举报电话时，张涛会顺带问

问举报者为什么给他打电话，得到的
答复基本一致，“因为你官大，一定能
解决问题，而且也更保密。”

被收藏的电话表

64岁的张传党是定陶县张湾镇
张海村村民。2009年，他在《菏泽日
报》上看到了刊发的政府部门主要负
责人公开电话，便将报纸收藏起来。
今年5月，村里小麦补贴款迟迟

没有发下来，村民多次找村委会协调
未果。老张想到了他收藏的“一把手”
公开电话，便翻开报纸，拨通了菏泽
市农业局局长张刚强的电话。
接到老张的来电反映后，张刚强

马上督促生产科工作人员查处。工作
人员调查发现，老张反映的情况属
实。一个月后，老张顺利拿到补贴款。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拨通“一把
手”的电话。今年3月初，网友“寒剑的
哥”打算拨打菏泽市民政局长的电话
反映问题，结果没有打通。“寒剑的
哥”有些生气，于是就打了市政府一
位副秘书长的电话反映此事。结果第
二天，民政局有关工作人员就给他打
来电话解释。“虽然办不成事，好在有
个好态度。”“寒剑的哥”发帖说。

公开后“减压分流”

菏泽三次公布“一把手”电话后，
每次都有些“一把手”变更电话号码。
记者对比了2009年与2008年的

“一把手”电话，水利局、农机局与纠
风办的“一把手”电话也由过去的小
灵通变更成了手机号码。安监局、交
通局、农业局、卫生局等六部门的“一
把手”电话，由过去的“书记电话”，变
成了“局长电话”。而公安局由原来的
“局长电话”变成了“政委电话”。
“公安局长另外身兼副市长的职

务，可能觉得再公布他的不太合适。”
一位知情者分析，“但其他各局都公
布局长的，而不再是书记的，这里有
市里一再要求的因素。”

另外，除去机构调整，由于各种
原因，每年都有20个以上的“一把手”
电话发生变化。“这也是我们坚持每
年公布一次的一个重要原因。”韩章
民说。他所在的督察室负责“一把手”

电话公开的检查工作。
“一把手”电话首次公开后，几天

后就出现了连锁反应。公安、工商、质
监、教育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
陆续将各县区局长的电话进行了公
开。一位“一把手”把这一招称为“分
流减压法”。

在把菏泽八县两区工商分局局
长、基层工商所长等150余人的电话
公布后，杜学杰每天接到的群众电
话，很快就从三四十个减少到了三四
个。“不把他们的电话公开，我的压力
恐怕要大得多。”
而在公布基层局长电话之前，菏

泽市质监局局长张涛会经常把从电
话中反映的问题转到下面去，一些情
况一旦查证属实，就会直接影响各区
县局的工作考核，为此各区县局长颇
感压力，“他们不希望把问题捅到上
面去，愿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因而
这些基层干部对公布自己的电话非
常积极。”张涛说。
两次电话被公开后，菏泽市直部

门的“一把手”对此已习以为常。一位
“一把手”说：“今年电话公布后，我和
其他几个局的‘一把手’在一起吃饭，
大家谁都没提这件事了。”

曝光前不看“黑名单”

7月27日晚8点过后，菏泽市政
府督察室中依然灯火通明，针对“一
把手”电话接听情况的夜查正在进
行。而在25天前，菏泽市刚刚第三次
公布了市直各部门“一把手”的电话。
参与此次夜查活动的当地媒体记者，
逐一拨通了67位“一把手”的电话及
其辅助电话。
结果表明，发改委、安监局、统计

局、煤炭局、盐务局等单位“一把手”
电话未接；交通运输局、体育局、供销
社、旅游局等部门“一把手”手机关
机；卫生局、人防办两部门“一把手”
电话无法接通。第二天，当地媒体就
报道了上述检查结果。
“如果换成你的话，你愿意把自

己电话公开，让别人随时打吗？”一位
被点了名的“一把手”这样说。
对这些被曝光者的后续处理，基

本限于“通报批评”，更为严重者，也
只是“提交书面检查”。
说到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韩

章民笑着连连摇头，称这让他感到压
力不小，因为平时彼此都太熟了。即
便是联合媒体夜查，在媒体公布结果
前，韩章民这个督察室副主任基本是
不看“黑名单”的，“看了，反而惹麻
烦；事先不看，就不存在照顾谁的问
题了。”韩章民说。
“有些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就能

解决的，即便反映给‘一把手’，也解
决不了。”菏泽市政府督察室的一位
工作人员说，比如涉及到下岗工人的
一些问题，很多人不断给劳动局的
“一把手”打电话，可有的问题因为牵
扯政策问题，确实一时难以解决。
而正是因种种“无奈”的存在，才

时而会有“一把书”的电话“无法接
通”，有的还选择了更换手机号码。
“如果能通过‘一把手’电话的公

布，最终推动各级部门工作作风转
变、效率提高，把问题及时解决在基
层，并能形成机制坚持下去。作为一
条沟通渠道，‘一把手’电话就可能
‘备而不用’了。”当地一位“一把手”
认为，这样，才是“一把手”电话公开
的“最理想结果”。

“一把手”
公开电话后
本报记者 李文鹏

菏泽市两年
三次公布市直机
关部门“一把手”
电话，对治理“机
关病”究竟起到
多大作用？

在三次“被
公布”后，“一把
手”的心态又发
生了哪些变化？
而对于那些电话
“无法接通”或更
换了手机号码的
“一把手”而言，
这种“抵触”背
后，又包含了哪
些无奈？

公布过“一把手”电话的那期《菏泽日报》被当地一些市民收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景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