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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评论员

提到群众路线，群众并不陌生，
“一切要相信群众，一切要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口
号都是群众耳熟能详的。群众路线
是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宝贵经
验，因为落实了群众路线，才有老区
人民用小车推出革命战争胜利的奇
迹。

说起群众路线的典范，群众很
自然地会想到焦裕禄、孔繁森等优

秀干部。他们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
同住，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但是，在今天重提群众路
线，有些干部不免要犯难和打怵。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关系
更加复杂，群众的利益诉求也呈现
多元化趋势。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
后，老百姓开始关心住房、医疗、教
育、就业、公共安全、社会公平正义
等热点问题。一些干部总是“浮在上
面”，和群众的隔膜越来越深，也就
很难理解民间疾苦。在一些地方，社

会矛盾不断凸显，反过来也影响了
经济的持续发展。要顺利解决在社
会转型期遇到的新问题，最终还是
要回到群众路线上来，回到“党的生
命线”上来。

一些干部之所以对群众路线缺
乏兴趣，一是认识问题，二是能力问
题。他们以为要加快社会经济发展，
资金和技术至关重要。所以他们更
愿意和精英阶层加强联系，而忽视
了最广大的基层群众尤其是社会弱
势群体。因为不关心基层群众，一旦

遇到群众提出的棘手问题，这些干
部就只能绕着走。现在，通过常态化
的制度保障群众路线的落实，实际
上是把一些干部按在了基层，塞给
了群众。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适应，也可能会引发“走过场”的
担忧，但从长期看，这有利于干部改
变认识，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水平。群众路线不仅能造福群众，也
能锻炼干部，比如沂源县首创了民
生工作办公室，全面推行了村民事
务干部代办制度，群众满意了，干部

也有了成就感和工作动力。总结好
这些经验，基层政府如何转变作风
和职能的问题或许就不再那么难。

群众路线既有历史经验，也
有现实意义，只要落到实处，“不
虚、不空、不偏”，群众当然是拍手
欢迎的。关键是各级干部能否从
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
群众。端正了态度，提高了认识，
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才能随之提高，党的执政根基才
能更加牢靠。

群众路线，利民也利官

信念和作风比模式更重要
本报记者 高扩

继承群众路线

需有新视野

7月以来，本报记者深入革命老区
沂水、沂源等地走访，实地探访群众路
线践行情况。

记者一个明显的感触是：社会转
型期的一些特征，在偏远农村社会中，
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有的群众
明确表示对当地政府、官员不信任，老
百姓称为“老不信”。尤其是原因并不
明确的“想当然”的表达，凸显出社会
信任基础发生动摇的隐忧。社会的突
破性发展为基层党建工作和执政提出
新要求。

政风，源于党风。作为党风建设的
核心内容，继承和发扬群众路线，格外
重要。党史浩瀚，发动群众、团结群众、
服务群众，是党的理念，也是党的先进
性的真实写照。新的社会形势下，继承
发扬群众路线，需有新的视野。

让人鼓舞的是，在我们的身边，并
不缺少“先行者”———

沂水：万名干部直接联系全县百万
群众，一户不落，无缝对接，并且用电视
直播监督抽查实施情况；

陵县：信访大厅设在县委大院，不
登记、不设防，全县所有副科级以上干
部都要定期下村入户，给群众解决困
难；

沂源：建民生大厅，一揽子为群众
谋划；建代办大厅，农民不出村就能办
证领补贴；“四步工作法”，每一步都是
为了把干部“赶”到群众中间；

金乡：干部称不称职，用群众满意
度量一量，群众满意度成为干部考核风
向标……

综观上述实践，套用国粹中医的特
征归纳，其些许做法，基本可归纳为这
四个字：“简”、“便”、“廉”、“验”。

简、便：方式简单

可复制性高

中医的“简”，意指诊断方式简单：
望、闻、问、切；“便”是指用药方便。记者
在沂水、沂源、陵县等地实地走访时也
发现，各地的推进方式虽各不相同，但
方式普遍简单、直接、通俗，与中医药中
的“简、便”二字异曲同工，具有极高的
可复制性。

比如沂水，动员全县万余党员干
部，利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主动对
接基层民户，以攀亲结对的方式密切
干群关系。应该说，这一方式创新性
并不高，更多的是对优良作风的继承
和发扬。

陵县和沂源的做法也一样。尤其是
沂源的民生电子地图，借助先进的软件
技术，无缝链接基层民生实况，管理模
式实现网络化和动态化。这种科技手法
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同时专业
性门槛并不高，完全可以被学习和借
鉴。

陵县将信访局搬进县委大院、面
向全社会公开县领导手机号等方式，
看起来就更为简单了。记者在与一些
基层党员干部交流时也真切体会到，
就基层党建、社会管理创新和政风建
设而言，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缺少模
式，而在于有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优良
的作风。

比如，沂水在活动之初，即决定
引入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机制，现
场抽验、当面问责，对于在联系群众
中弄虚作假的党员干部，予以开除
党籍等严肃处理。从这种意义上说，
上述几地的实践经验，是否能够被
更多地方复制，关键不在于模式，而
在于有没有承接这种模式的信念和
作风。

廉：举手之劳

换来群众信任

走访中记者发现，虽然各地的干部
联系群众活动，在当地都引起了广泛关
注和积极影响，但活动本身的有形投入
并不大，更多是“情感投入”和“意识投
入”。

这种节约资源办实事的状态，恰是
一个“廉”字。但相对有形的投入而言，
这种以意识和情感为基础的无形投入，
带给人更多惊喜和感动。正如一位基层
干部的扪心自问———

“作为一名管区书记，职责就是为
群众服务，大的方面群众没有苛求，但
在一些小事上，有群众诉求就推说忙、
过几天吧，许久以来，有多少事被自己
忽略了呢？”

写这段话的是陵县糜镇党委委员
段圣龙。作为一名下村干部，一名在外
打工的联系户求他帮女儿办转学证明，
他及时找到教育局按程序办理了，在他
看来举手之劳的事，联系户却打电话对
他万分感谢，像是帮了一个天大的忙。

事实上，省委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前的调查研究也发现：有的
党员干部对当前作风问题的严重性认识
不足，认为是小事、小节问题，只要把经济
搞上去，就可以“一俊遮百丑”；有的对解
决“四风”问题信心不足，认为这是个顽
症，积习难改，搞活动作用不大，即便取得
一些效果，日后还容易反复；有的认为搞
活动就是走程序、一阵风，只要把材料写
好、把程序排好，就能应付过去。

根据记者的走访观察，这些思想上
的障碍事实上只存在于思想之中。很多
干部在真正走到群众中间，真正给群众
解决了问题、办了实事，收获了群众的
感激之后，都发现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
成就感。

验：监督特权

县长镇长无例外

走访中，一个个案让记者感慨颇深：
64岁的陵县边临镇王纪口村村民韩书申
夫妻，一度没有户口。陵县开展干部下村
联系群众活动后，包片干部、县委组织部
长刘芳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协调公安
部门，不到十天就办妥了。现在，韩书申
夫妇不仅有了户口，而且享受到了每个
月80元的基础养老金。

可以想见，一对花甲夫妇没有户口，
曾经遭受过怎样的磨难与坎坷。敦促更
多党员干部“了解基层民声，化解百姓疾
苦”的紧迫性也由是凸显。

“验”是有效，剖析几个地方的经验
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格外重要：一是引
入社会监督机制，二是“一把手”的带头
示范效应和隐性强制力。

走访中，沂水一位镇长就坦言，“说
实话，我也害怕，怕的不是没有做到真正
联系群众，而是现场调查中哪位联系户
没记清楚，就会引发轩然大波。”

在沂水的监督机制中，任何党员干
部都没有特权。自年初以来，沂水开展的
三场直播中，已经有县长和副县长都被
随机抽检。

尽管记者在走访时也发现，但凡
严苛的监督机制，在当地干部中都会
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氛围，但只有让
干部心里始终装着百姓，百姓才能真
正获益。

中医理论讲“治未病”，有病治病、无
病强身。习近平总书记讲，“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继承和发扬群众路
线，就是要在基层党建和执政行为中强化
危机意识、提高服务意识。

家国兴，则民兴。所谓“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这些深入继承发扬群众路线的
先行者，当有更多同道追随。

格蹲点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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