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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鼓励和倡导”公务员周六上班的内在动因是什么？是为改
变政府工作作风？是方便群众办事？还是有其他更为深刻的原因？

一个群体的细微变化，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公务
员周六上班这件“小事”，对其他群体会有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我们都将为您一一解开。

其实，方便群众办事，
并不在一日一时，也不在于
非得全体公务员周六加班
不可。因为大部分群众也习
惯了机关的作息时间，而且
他们自己也需要休息，只是
在周末遇到急难事，希望能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就像医院有急诊服务一样。
更希望，平日里去机关，“门
好进、脸好看、话好说、事好
办”。这个“四好”，才让来办
事的群众倍感温馨。

如果在每周的 5个工
作日里，每个部门和工作人
员都能提高工作效率，部门
之间不推诿、扯皮，把群众
要办的事当做自己的事，那
除了“急诊”，也许就不用周
六再开“门诊”了。

王国荣

提高效率

更重要

公务员中既有小人
物，也有大官员；既有兢
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人，也
有混日子撞钟的人，甚至
贪赃枉法的人。

公务员享有的特权和
不当利益，应当剥去；公
务员的正当权利，应当维
护。损害公务员的正当权
益，无助于剥除其特权
和不当利益，反而可能
形成特权和不当利益的报
复性加强，就像一味延长
劳动时间，不是弥补了效
率低下造成的办事不力，
而是使办事更加拖沓无
期。

刘洪波

损害正当权益

无助取消特权

格评中评

“五加二”“白加黑”的

背后推力

青州公务员“周六加班”虽备
受关注，而“周六加班”却并非青州
特有，所谓的“五加二、白加黑”精
神也屡屡被各地官员所青睐，不时
出现在各种讲话与文件中。

对青州公务员的“周六加班”
现象，青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刘学
军称并非官方硬性规定，而只是各
单位结合工作实际，自行安排的“加
班调休”。但刘学军也承认，青州市
政府对此的态度是“鼓励和倡导”。
“今年6月原市委书记升迁后，

新任市委书记现在还没公布，有的
部门和人员难免出现松懈情绪。可
市里的各项工作任务又很重，尤其
是‘花博会’越来越近了。”青州市
人民办事中心一位公务员认为，这
是《通知》出台的背景之一。
“县域间的竞争激烈，相互追

赶的劲头很足，因而就会想方设法
发挥各自干部队伍的优势和潜
能。”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综合研
究中心主任秦庆武教授分析。

秦庆武的话从青州当地官员
那里得到了印证。今年年初，青州
市就把招商引资和落实项目作为
突出工作来抓。“周六上班，可以方
便外商落实项目。”青州市政府新
闻发言人刘学军说。青州市人民办
事中心副主任康效生更是明确表
示，方便外商是周六加班的一个重
要原因。

在青州之前，潍坊昌乐县、济
宁嘉祥县等地已先行“周六上班”。
“潍坊每年都对各县市区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事业发展进行观摩点评，
这让各县市区颇感压力。”一位知
情者说，“昌乐县推行周六上班后，
效果就很明显。”2008年2月，潍坊
举行全市表彰大会，昌乐出人意料
地在12个县市区的综合考核中名
列第一。

潍坊市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各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中，
青州市以14 . 7亿位居第三，领头羊
寿光市为25 . 1亿，第二位诸城市也
高达24 . 6亿元。

与此同时，第四位的高新开发
区则以13 . 5亿紧随青州之后。“与
前面的差距很大，而后面的又紧追
不舍，这不能不让我们市领导着
急。”青州市一位熟悉情况的公务
员介绍。

效仿跟进形成的

“快节奏氛围”

青州市政府方面称，公务员周
六上班并不是一项规定，不是强制
的，而只是一种鼓励和提倡，而且
并非所有机关单位都安排人员上
班，只是部分与群众打交道多的部
门和窗口服务单位有此必要。

8月7日（周六）上午，记者先
后来到青州市知识产权局、粮食
局、财政局、广电局、卫生局、计生
局、园林局等机关，发现绝大部分
办公室都有人上班。在集中了70个
部门的青州市人民办事中心，几乎
每一个窗口都有人上班。但只有房
管过户、工商登记、税务征收等窗
口前围满了人。

尽管已经实行周六上班近两
周，可青州市人民办事中心大厅中
仍没有相关提示或公告，因而很多
人并不知道办事中心周六上班。
“办事中心实行周六上班不

久，还处在试运行阶段，还要摸索
一段时间，看看实际效果怎么样。”
康效生说，“过一段时间，从试行效
果上来看，周六加班确有需要的
话，我们再向市民公布。”

康效生还说，他们在一周前就
对轮休作出了安排，各个窗口都作
出了轮休计划。“周一到周六是上
班时间，但其中有一天会安排轮
休。这样一周的工作时间，肯定不
会超过40个小时。”康效生说，“每
天安排轮休的人数在30人左右，周
六轮休的人更多，接近80人。”
“政府机关周六上班，方便市

民办事，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
要合理合法，适当作出调休安排就
不与法律冲突了。”山东大学管理
学院教授王德刚认为，一些地方在
实现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的过程
中，“难免需要特殊手段，特殊手段
是为了未来的发展。”

省人大立法咨询专家、山东法
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认为，对
青州“周六加班”不宜轻易否定，而
是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探索。“过
一段时间，就能看出哪些部门确实
与老百姓联系密切，有周六上班的
必要。”

社会“生物钟”

被拨快？

“我们倡议和鼓励各部门各单
位结合工作实际，有工作任务的人
员实行周六加班调休，没有工作任
务的视情况而定。”采访中，刘学军
一再提出，公务员周六上班是倡导
和鼓励，而不是强制。

刘学军还表示，一些单位的加
班调休，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其他部门和单位也不甘落后，纷纷
效仿跟进，致使机关单位形成所谓
“加班现象”。

“好些以前周六都不用惦记的
事，现在也能办了，对我们跑出租
的来说，也是个好事。”青州当地的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不过我有
一个亲戚在乡镇卫生院上班，以前
周末都是休息，前几天开会也要安
排周六上班了。”

一些网友则担忧，公务员周六
上班为民办事固然是好，但在其他
群体工作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的情况下，前者的周六上班很容易
引起连锁反应，让更多的人“被加
班”。
“本来好不容易周六周日休

息，老板一看政府部门有人上班，
别休了，快去办事吧。碰到这种情
况，我们岂不更惨？”网易网友
smiless说。
“由于政府的引导作用，公务

员周六上班或多或少会影响当地
的社会‘生物钟’。”秦庆武分析，
“有些时候，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
好事。”

“加班”冲动背后的

体制根源

青州被爆“周六加班”后备受
媒体关注，相关采访也让青州市委
宣传部的有关人员应接不暇。“其
实，有的县市区早就实行周六上班

了，只是没有被媒体报道而已。”青
州市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说，因
而觉得青州此次被推到舆论的风
口上有点“冤”。
“乡镇这一级的工作人员，普

遍存在周末加班现象，这也没什
么稀奇的。”秦庆武教授说，
“基层工作很重，也很辛苦，很
多时候他们是不得不加班。可政
府部门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是让
包括机关干部在内的老百姓，生活
得越来越幸福，不能本末倒置了。”
“由于在对各地官员的考核

中，GDP和地方财政收入仍是主
要内容。因而使得地方政府存在公
司化的倾向，为了增加本地的
G D P和地方财政收入，而千方
百 计 地 加 快 发 展 。 ” 秦 庆 武
说，本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
追赶现象是好事，可一旦过分
追求就会产生不良作用。

由于现行的财政“分灶吃饭”
体制，导致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普遍
偏紧。“要让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有钱花，就要招商引资，考核上
也就偏重GDP的增长，而且这还
关系到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
秦庆武认为，这样必然导致地方
政府出现发展焦虑，强化对经济
的干预，而不是把增加老百姓的
幸福指数作为首要目标。
“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觉得只

要他们强势推动，经济就会加速发
展，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秦庆武
说，“政府不应该过于强势，这
样难免会挤压民间空间，反而不
利于市场的发展。为经济发展你
追我赶是好事，可一旦不顾客观
条件过分追求，就会产生不良
效果。政府更应该关注的是社
会公平和合理分配，做好公共服
务，而不是强力干预经济的发
展。”

“公务员加班”背后的
地方发展焦虑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文鹏

“县域间的竞争激烈，
相互追赶的劲头很足，因
而就会想方设法发挥各自
干部队伍的优势和潜能。”

“与前面的差距很大，
而后面的又紧追不舍，这
不能不让我们市领导着
急。”

“由于政府的引导作
用，公务员周六上班或多
或少会影响当地的社会

‘生物钟’。”

8月7日周六，青州市
人民办事中心仍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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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待遇的优厚，因
为个别权力的被放大，民
间对公务员群体早已颇有
微辞。所以，希望公务员
群体不要因为自身的“维
权”而忽视喧哗之中的骚
动。公务员需要追问一下
自己：我们是不是效率已
经低下到要向周末要时间
的程度？我们在关注自己
权利的同时，有没有忘记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面对
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件
时，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坚
持了法大于权的正义？

刘志权

别忽视

民间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