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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对本报“机关效能建设”系列评论做出批示，要求市直各部门及各县(市)区

举一反三，进一步改进作风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马云云）本报近日刊发的有
关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系列
评论引起强烈反响，省委常
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先后
对本报23日《推诿扯皮的温
床在于“太平官”好当》一文、
26 日剪子巷“杠子头”栏目
《不遛得你跑断腿哪叫办事》
版面做出批示，要求市直各
部门及各县 (市 )区举一反
三，进一步改进作风。

23日，本报C02版刊登了

本报评论员董从哲撰写的评
论《推诿扯皮的温床在于“太
平官”好当》，文中指出，“推
诿扯皮在官场上的表现就
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懒政哲学，遇事推卸责任，
应该自己负责的事情，推脱
给其他单位去解决，甚至几
个单位之间来回地踢皮球。”

“推诿扯皮的官员如此做派，
直接受害的是经济发展和社
会肌体的健康，因此在全力
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

下，这种官场陋习确实该刹
一刹了。”文章认为，根治推
诿扯皮，最紧要的是建立首
问负责制、协调督办制等等，

“能跑一趟的坚决不跑两趟，
能今天办完的坚决不推到明
天，能一天处理完的坚决不
用第二个工作日……”文章
刊出后，王敏做出批示，要求
各机关“读一读，大有益处”。

26日，本报剪子巷“杠子
头”栏目推出专题评论《不遛
得你跑断腿哪叫办事》，集中

刊登了部分读者在机关办事
时的亲身经历，《就那几张
表，足足跑了半个月》、《遭遇

“八两秤”，投诉多次没解决
问题》、《工作人员个个是大
爷》、《残疾人办医保，少说跑
三趟》、《上班时间刺绣，说不
过去》、《办个暂住证，还得绕
圈子》、《开个发票，跑了四
趟》、《龙奥大厦门难进哪》等
文章把读者对机关行政效能
的评价明白地摆在纸面上。
王敏对该版面作出批示，要

求市直各部门及各县(市)区
举一反三，进一步改进作风，
为群众服务。

27日，济南市委市直机关
工委在《机关党的工作》简报
上全文刊登了《推诿扯皮的温
床在于“太平官”好当》一文和
26日本报“杠子头”专题，除报
送济南市领导和省直机关工
委外，还印发至市直各部委办
局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主
要负责人以及市直各部门机
关党组织、各县(市)区直机关

工委。简报专门配发的“编者
按”提出，希望全市各级机关
党组织认真组织学习讨论，深
入查摆存在问题，研究制定改
进措施。切实通过学习，教育
引导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牢固
树立宗旨意识，坚决杜绝“推
诿扯皮刁难”现象，努力推进
工作提速增效，真心实意地为
企业、基层、群众搞好服务，为

“加快科学发展、建设美丽泉
城”做出积极贡献。目前各单
位正对照学习。

市民刘先生曾有被
“挡”在龙奥大厦门口半个
多小时的经历。刘先生来
自基层单位，接到一部门
电话，3月13日下午1时30

分左右，他赶到龙奥大厦
送材料，没想到在门口“卡
了壳”。

“门口负责登记的小
姑娘问我找哪个单位的
什么人，我告诉了她，但
她要对方的办公电话。”
刘先生说，因为对方的来
电号码并没存在手机上，
来电记录已不显示，负责
登记的工作人员便告知
他无法进入。

“进个门必须要让大
厦里面的人接应？”这让刘
先生十分着急，无奈，他想
起自己在另一个部门认识
的一名朋友，正好也在龙
奥办公，便把这名朋友的
办公电话告诉了工作人
员。由于这名朋友正在会
议室开会，办公室无人接
听，刘先生便拨通了对方
手机，对方提出要跟门口
工作人员说一声，刘先生
以为这样工作人员便可以
相信自己，可工作人员明
确表示：按规定，只能接大
厦里的内线，不能接手机。

“咋办？来送个东西，
必须从里面找个人接应，
而且必须得打通里面的内
线，可哪能保证办公室里
时时都有人？”刘先生怎么
都想不通。为了不耽误事，
他认识的朋友又帮刘先生
联系了一名正在办公室的
同事，并告诉登记处工作
人员内线电话，由其打通
确认，这才允许进门。

不过，由于刘先生没带
身份证，无法登记，只能由
同来的司机拿来驾驶证做
登记才进了大门。整个过程
下来，刘先生花费了半个多
小时，等办完事回到单位，
单位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已经开始，两头误事。

不管是不是要去办事
的部门，只要能找到大厦里
面的人“接应”就可放行，刘
先生认为这样的登记方式
太教条。他说自己至少已有
三次在龙奥大厦门口经历
类似的“不顺”，这次尤为严
重。“我们是去办事，不是惹
事，把情况都说得那么清楚
了，怎么能这样刁难我们，
政府要为老百姓服务，可大
门都这么难进，怎么服务？”
刘先生反问。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市民吕女士曾有过
“进得了大门也进不了内
门”的经历。去年11月底的
一个早晨，吕女士接到通
知，赶往龙奥大厦开会。在
龙奥大厦北门，她拿出身
份证，打算登记。

来自哪个单位、要去哪
个部门、要干什么事、在哪
个会议室，吕女士一一作
答。登记人员问她是否持有
会议通知单，吕女士表示没
有，登记人员说，这样就必
须打通该部门的内部电话。
可吕女士掌握的该局办公
电话无人接听，无奈，她拨
打了通知会议人员的手机，
但由于对方正在为会议忙
碌，没有接听。

眼看会议开始的时间
越来越近，吕女士一再解
释，希望对方能够通融，但
无济于事。吕女士一着急，
趁登记人员不注意，硬着
头皮从门口强行走了进去。
但就在进门的同时，她听到
身后的保安拿着对讲机说
了些什么，很快，就在她走
到大楼的玻璃门前时，不知
从哪儿跑出来一个手拿对
讲机、身着黑色西装的小伙
子，关掉了自动门的开关。

走到了楼下还是进不
去，吕女士气不过，想与这
个黑衣小伙理论，对方一脸
严肃，表示必须登记。而这
时，会议已经开始。不得已，
吕女士又返回登记室，给正
在开会的一名朋友打通电
话，由其找了该局工作人员
用固定电话给登记处来电，
登记人员见是内号才给予
登记。

“这样有什么意义吗？”
登记后，吕女士举着登记纸
张反问刚刚阻止自己的小
伙子，对方表示：“没办法，
就是这个规定。”等登记完
进入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
近十分钟。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
进个门这么难，这样太耽
误事了。”吕女士说，政府
的很多职能部门现在都搬
到龙奥大厦办公了，来龙
奥大厦的次数比以前多得
多，每次来都这样的话，效
率实在太低了，“我们外来
的人不方便，里面的人要
接应这些事，也跟着麻烦。
况且，这样是不是会让在
大厦里办公的人有特权意
识？”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提前来了20分钟，登记进门，时
间足够了。”26日上午9时10分，本报记
者前往龙奥大厦参加一个9点半开始
的会议，因为对龙奥大厦入门登记的
严格早有心理准备，特意提前赶到，从
西门下车，在左侧的登记室排队登记。

记者前面有六七人在排队，一名
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正逐个询问和
核查证件。“你是哪个单位的？”“找哪
个部门？”“电话多少？”来访人员一一
报上单位、递上证件，之后工作人员
询问龙奥大厦办公室里的领导能否
允许进门，里面的领导同意后，工作
人员开了一个登记表。

一名企业负责人因为找不到内
部的工作人员“接应”，被挡在了门
口，只好通过电话反复解释此次来访
的目的，最后还是被拒绝进门。听着
对方沟通了那么长时间，后面等待登
记的人有些着急。其后的一位老人提
前递上了证件，想节省点时间。

“我来参加会议，请联系6660×
×××。”轮到记者登记时，记者赶紧
报上此行目的。登记人员拨打电话，
无人接听。

记者立即联系了通知来开会的相
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大家都
在会场忙碌，办公室没人，然后给了另
一个6660开头的电话，让记者尝试联
系。记者再次报上电话，登记人员联系
后还是无人接听。

过了两三分钟，再次联系仍然无
人接听。看看表，距离9点半还剩不
到10分钟。记者报上了会议的时间、
地点、举办方和主要内容，表示部门
的工作人员都在会场忙碌，可能办公
室没人。在本报记者的请求下，登记
人员又尝试联系了相关部门，询问后
对方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会议。于
是，记者被告知：不允许进入。

眼看会议就要开始了，记者再三
解释无果后，又来到另一侧的登记室。

同样的问答再次上演。无奈，记
者只好硬着头皮联系在会场里忙碌
的工作人员，但电话不通。这时，记者
想起来手机里存了一位领导的电话，
赶紧和该领导取得联系，不巧该领导
在外地出差。

“我让这位领导和你说一下上午
会议的事情，可以吗？”对于记者的请
求，登记人员表示，“我们不接手机，请
说办公室电话或者让对方打过来。”

随后，该领导和他的一名同事取
得联系，后者从办公室打电话到登记
室，9时40分，记者才最终被放行，此时
会议已经开始10分钟了。

格市民经历

要进龙奥大厦大门

必须有人里面“接应”

即使混进大门

照样进不了内门

记者亲历龙奥大厦“门难进”

登记进门足足用了半小时
本报记者 钟建军

进入龙奥大厦办事，要在值班室预约并登记。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安保人员在龙奥大厦外忙碌。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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