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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基层干部困在“指尖上”“表格里”

主持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前印发的《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的若干意见》要求，对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工作群组的日常应用，要防止强制

使用、防止过度留痕、防止滥用排名、防止多头填报。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不仅“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普遍存在，“表格里的形式主义”也在困扰着基层干部。请听新闻述评《别

让基层干部困在“指尖上”“表格里”》。

听到记者提出手机里安装了多少个政务应用程序的问题，石家庄新乐市的一名村干部

掏出自己的手机，让记者数了起来。

【出录音】

记者：工作（文件夹）里，看看这是两页是吧，10、11、12、13、14、15 个。

村干部：这一说叫下载这个东西都让人（烦），别让天天下载这个下载那个了。我那

会儿说了我都想再弄一个手机了，这天天卡得不行。【录音止】

这名村干部在村两委班子里面最年轻，精通电脑操作，专门负责在政务应用程序上办

理业务。她说，这些政务应用程序分属不同的部门，各有各的用途，比如村委会干部汇报

出勤情况，就要每天在一个应用程序上签到四次。

【出录音】签到我们都是每天用元道拍相片发到群里，以前是用视频点名，后来就用

元道照相，照了相发过去。四签到，早上、中午、下午、下班，村里这个着实有点儿不实

际。【录音止】

除了政务应用程序，这名村干部还负责村里的各种报表。她自己算了算，基本上每天

都得写报表，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十来份。她所在的村庄距离乡政府驻地大约有 2 公里，

前一段时间降雪后路面结冰，特别难走，她不敢骑电动车，只好步行往返。

【出录音】

村干部：纸质版、电子版加到一堆儿，当时让你报电子版，报完电子版以后，你还得

签字盖章，再送（纸质版）。再一个就是，这个部门才要了，可能那个部门也是要这个表，

你还得再跑一趟，很少说有不报的时候，黑下（晚上）还报呢。

记者：有没有那种要得特别急的时候？

村干部：有。这会儿说，一个小时、俩小时你就得送过来；或者是十点要，十一点你

就得给。不管下班不下班，要你就得（赶）紧给，现在这个报表实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录音止】

说到报表，石家庄新乐市的另外一名村干部给记者展示了存放在档案柜里已经作废的

厚厚一摞报表。目前，村里的房屋确权手续还没有完成，就是卡在了报表上。

【出录音】光填那个表，俺们一共填了三回。第一次报表，一家是 5 个表，600 户就是

3000 张，俺们是填好了以后叫老百姓来按手印，往上一报，说不对，上一任的书记、局长

走了，说这个表哪个哪个不符合了，就否了你了，白干了。光俺们填表，一次就 3000 张，

填 3回就 9000 张。你多大的工作量，就一句话，否了。【录音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报表？邢台市宁晋县的一名乡镇干部也有话说。作为镇政府办的

一员，她的职责中就包括发布各项通知、收集汇总各村的报表。她说，乡镇干部根据分工



2

不同，分别对接不同的县直部门。

【出录音】这些单位他可能需要这些数据，他就需要让乡镇报，乡镇就要给村里要这

些数据，但是你要说每个主管（乡镇干部）之间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数据。说实话，

这些工作重复，但是又没有办法。就像对村里来说，我们一次一次给人家要这个那个数据，

他可能会记得之前跟我要过，他也不知道谁跟我要过，就是有很多那种很无奈的时刻。【录

音止】

在政务微信的使用上，基层干部也有很多无奈。镇政府办主要对接县委办、县政府办，

为了接收两办通知，要随时盯着手机看，生怕遗漏。

【出录音】他们下通知是不分时间的，就算是三个人几个人一块儿看这个群，一直在

特意盯着这个消息了，就是对办公室来说是挺有压力的。【录音止】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指出，基层干部困在“指

尖上”“表格里”是信息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这种不考虑基层实际情况，花样百

出地打卡、留痕，目的是为了规避责任。应用程序里打卡了就等于在岗了，群里回复了就

等于“部署了”，拍照留痕了就等于“干了”，实质是不敢动真格，不能解决真问题。

【出录音】用数字技术来开展基层治理的工作，它就有些技术跟治理之间实际上是不

匹配的，它是服务于上级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基层的需要，它并不是为了方便基层工作的需

要。【录音止】

这些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导致基层干部把有限的工作时间耗费在“指尖上”、浪费在“表

格里”，每天忙着手机里做工作、纸上凑业绩，重“量”不重“质”、重“形”不重“效”。

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被消耗，甚至影响了他们去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石家庄市

两位村干部说：

【出录音】1.俺就觉着每天特别忙，往那里一坐，一抬头，11 点，又中午了，就这种

感觉。光是填表，你根本就没精力去干别的事了。

2.也是注册一个、关注一个，给俺们的任务，一个人一天 110 个。一个村里一共加起

来才多少人？到最后俺们用老年机，下载直接卸载，下载直接卸载，用人家的电话号码凑

个任务数，你完不成任务给你扣分。下午 4 点报你完成的任务数，完成不了就挨说。那会

儿我们哩哩啦啦干了五六天吧，（别的）什么也没干。【录音止】

在邯郸市磁县政府办的一名干部看来，出现基层干部“指尖负担”过重、信息多头填

报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条块分割的管理机制缺乏横向打通，无法实现信息、数据共

享。

【出录音】综合性工作好多一块儿一块儿的，信访、大气污染、创城、耕地，这都是

块儿上的工作，都要分到给各个部门，还有安全生产，这是一大项，这都是块儿上的工作。

但是到年底总结的时候，条上的事，得他们自己提供，就得需要他们报点儿东西过来，包

括写材料也好、素材（也好），你不可能让我闷头想吧。但是基层可能困惑的就是这儿又

要、那儿又要，我考虑就是因为信息不流畅、不畅通。【录音止】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王晓波认为，要想杜绝“指尖上的形式

主义”“表格里的形式主义”，需要统筹规划、科学设计，不断健全基层减负的长效机制，

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干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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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录音】不能说哪个部门觉得自己有需要就可以决定搞个 APP，得首先考虑怎么通过

数据共享来满足这个需要，怎么利用已有的数据系统满足这个需要。要明确权责，规范管

理，比如说建工作群，得有备案审批，要说明功能和时效，对于那些没有报批的、过了时

效的群，基层就有权去不理它，甚至去投诉它。我们要深入基层，充分调研，要搞清楚基

层完成这些“指尖工作”的成本，要对基层承担这种“指尖上的工作”实行总量控制。【录

音止】

河北省委党校教授牛余庆指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表格里的形式主义”的滋生

与官僚主义也密切相关。定任务、打分数、搞排名，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却因为

考核标准不科学，让政务应用程序成了基层干部的“紧箍咒”，导致基层干部不是围着群

众转，而是抱着屏幕看、围着手机转，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要想

真正解决这些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还需要调整对基层干部的考核标准。

【出录音】基层为什么老去在“指尖上”搞这种应付，表面上看都是抓实际工作，实

际上这种考核它就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大家就在那里每天去在网上报个到啊，或者是再发

个文件啊，或者是去打个卡啊。我们（考核干部）就是要靠实事儿，就得让老百姓说了算，

就得让党员干部有一个公正的评判。这样的话，“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也好，还是其他的

形式主义也好，它才能从根子上它就有一个大的扭转。【录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