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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候鸟鸟””干干部部过过万万，，乡乡镇镇一一级级最最多多
黑龙江排查“走读”乡镇干部4726人，仅1人被查处

3省份“走读”干部过千

所谓走读干部，即指干部
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不在本
工作行政区域内履行工作职
责。记者梳理各地晒出的“成
绩单”发现，全国31省市区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查出

“走读”干部10977人。
其中，力度最大的是黑龙

江省。活动中，黑龙江省共排
查出“走读”的乡镇干部4726

人，已整改2350人，1人被查
处。四川查出1746名“走读”干
部，湖北1180人，河南513人，
也位居前列。

此外，北京、上海、青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表示，没有
发现“走读”干部的问题；天津
市则是印发了“走读”干部的
有关规定，并未透露查处人
数。

为留住走读官员

各地费尽心思

整治干部走读，湖南郴州采
取的是视频点名的方法，让干部
不敢缺席；湖北襄阳市则采取明
察暗访，让干部不敢“走读”；江西
则建设了“廉政”食堂，为干部营
造不愿走读的环境。

内蒙古自治区则查处了群众
反映强烈的杭锦旗苏木镇（管委
会）干部“走读”问题。24名干部被
查处，并制定出台整治领导干部

“走读”制度规定。规定包括苏木
镇（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须带头
住夜；在双休日和节假日，实行领
导干部在岗带班和一般干部24小
时轮流值班。

今年9月，湖北省南漳县通过
先后13次明察暗访，对作风飘浮、
经常“走读”的27名干部降职使用。
该县还出台《基层干部“百分制”标
准化绩效考评管理办法》，将干部
值班留守考勤情况列入廉政档案，
作为干部年终考核奖惩、评先评
优、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专家介绍，干部走读现象有
着较深的现实考虑，在生活条件
上，县城生活条件好，想让干部留
在工作所在地很难，另一方面，目
前各地还没有统一的防止走读的
制度，使得部分干部走读现象严
重。因此，完善基层干部的监督考
核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妥善
做好走读干部的安置工作，建立
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才能留住
基层干部的心。

本报记者 高扩

帮忙考核，易致机关内部腐败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
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表示，干部

“走读”问题主要发生在乡镇一
级机构中。乡镇一级干部有的
家住县城，本人要么晚出早归，
要么周一去单位上班、周五回
家过周末，还有的忙于在上级
机关单位走动，不在岗位。

专家介绍，近年来，走读
现象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
一些乡镇干部只有在领导点
名时见见面、点名后不露面，
乡镇机关一下班就唱起了空
城计，不能及时把中央和上级
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贯彻到
群众中去。另一方面，“走读”
造成许多潜在的腐败现象，一
些领导干部用公车接送上下

班，增加了办公费用，造成了
浪费，助长了特权思想；同时

“走读”干部深入实际少，蜻蜓
点水似的作风不利于推动工
作的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地
通过点名考核等方式加强了对
乡镇干部“走读”现象的监督，
这也容易使干部通过向上级送
礼等方式达到考核要求，导致
乡镇干部内部之间形成腐败。

“干部像候鸟，频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教育实践活动中，干部“走
读”问题成为专项整治重要内容。记者统计发现，全国共清查出“走读”干部超过万名。尽管各地尝试多种方法让

“走读”干部“住”下来，但乡镇一级官员“走读”现象仍较为普遍。

本报记者 高扩

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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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工作时间内，不在本工作行
政区域内履行工作职责。要么忙于回
家，要么忙于在上级机关单位走动，不
在岗位。

●不能及时把中央和上级党委政府
的工作部署贯彻到群众中去

●造成潜在腐败，一些领导干部用
公车接送上下班，增加了办公费用

●难以深入实际，不利于工作落实
●帮忙考核，导致乡镇干部内部之

间形成腐败

●黑龙江：排查出4726人

已整改2350人

1人被查处

●四川：1746人

●湖北：1180人

●河南：513人

●北京、上海、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未发现“走读”干部的问题
●天津:印发了“走读”干部的有关规定，
并未透露查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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