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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红谷皮具旗舰店
红谷皮具质量

上乘， 工艺精湛，款
式时尚

店址：康定县溜
溜城

电 话 ：0836 -
2865388

康定劲浪体育
提倡运动健康

生活态度
主营 ： 阿迪达

斯、探路者、耐克
地址：康定溜溜

城 1—4 号铺

本 栏 目
本着“方便百
姓 ， 服务社
会” 的宗旨，
发布酒店、餐
饮、 招聘、租
赁 、 美容美
发、 转让、快
递、 票务、维
修、 搬家、家
教、家政服务
等方面的信
息，意在搭建
桥梁，提供生
活资讯。发布
信息者需提
供相关文件
和手续，其信
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以及
所产生的后
果由提供者
自行承担。
资费标准：

每单元格
4cm*2cm （4
行）， 每个单
元格每次 50
元，连续刊登
一个月 8 折
优惠。
栏目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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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商讯

■人民日报记者 王伟健 张志锋 卞民德 刘文波

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以来，各
地在精简会议、改进会风上有了积极变化。 财
政部等部门日前也联合发布修订后的 《中央
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对于推进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制度建设和改进会风将起到重
要作用。 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不少地方仍存
在用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主义、“小会折腾一
大群人”的官僚主义。 这类既折腾人又毫无必
要的会议在身边并不少见， 实际上造成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值得警惕。

看现象———
■党政办副主任直言人手不够开会用，

新闻发布会不过是 7 分钟的照本宣科
近日，记者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

内容已打印成文放在档案袋内， 到场记者每
人提供一份。 所谓的新闻发布会，也就是发言
人拿着材料念了一遍， 除了某些连接词有所
变化，主要内容只字未动。

发布会只有短短的 7 分钟， 而所有的与
会者都要在上班高峰赶到会场，费时费力。 记
者在现场看到，会议虽然很短，但会议服务却
一项都没有减少， 服务员提前为发言人准备
了茶水，灯光、音响进行了多次调试，桌椅也
做了提前安排。

“一些会议内容大家早就知道了，而且各
地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 结果上头还要
开会重新部署一遍。 ”一位县级领导干部说，
很多工作都是层层开会， 而内容却没什么两
样，一件事得听上好几遍。

在基层，“小会大折腾”的事儿并不少见。
一些干部说，八项规定、反“四风”以来，会议
从形式上减了不少，但内容却仍然少有改进。

徐达（化名）是沿海某纺织重镇党政办副
主任，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拿着会议通知
分别给相关部门的人打电话。 谈起会议，他无
奈地摇摇头说：“用会议落实会议， 让基层干
部累得不行。 ”他举例说，省里布置某个工作，
先是开会要求市里落实， 市里再开会要求区
里落实， 区里相关部门又是开会……全是靠
会议来布置工作。 他这个党政办副主任，手下
有 3 名工作人员， 但经常感觉不够用，“就是
因为会多，大家都在忙开会”。

不光是“小会大折腾”，有的地方会议数
量并未减少。 记者与东部某市宣传部电话联
系采访事宜， 该市宣传部副部长在电话里低
声地对记者说：“正在开会， 请与新闻处处长

某某联系。 ”联系处长，他亦压低声音对记者
连声说：“在开会。 ”又致电工作人员，他同样
在会上。 中午，这名工作人员联系好了被采访
单位， 又提前对记者说：“下午被采访对象也
有会，能否在他开会前就去采访。 ”

算成本———
■会议材料豪华装订， 与会者送精美文

件包和小礼品， 一些参观点为接待耽误不少
工作

偏远山区干部最头疼的 ， 就是长途跋
涉去开一些无关紧要的会 。 西北某山区市
的一位领导干部介绍 ， 当地离省会有 3 个
多小时车程 ，每次省里通知开会 ，都要提前
一天赶到省城 ，先住下来 ，次日赶到会场 ，
抱一堆材料回去。 有的会议拖个尾巴，当天
赶不回去 ，还要再住一晚 。 一个领导 、一个
工作人员 ，再加一个司机 ，吃喝拉撒睡 ，一
趟下来少说也要花几千元 ， 还不算汽油费
和过路费 。 而偏远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最
为落后 、 财政收入最低的地区 ， 可这样的
“跑会”成本却是最多的。

东部某县级市的一位常务副市长告诉记
者：“省里的有些会不去不行， 去了也没什么
大意思，一个会可能开半天，来回半天，时间
浪费了，交通费用也花费不少。 ”他给记者粗
略算了一下， 油钱大概 400 元， 过路费大概
200 元，“开个会光交通成本在 600 元左右”。

记者接触的一些领导干部坦言， 很多时
候怕开会，不是怕自己工作干得不好挨批评，
而是怕时间耗不起。 “路上花的时间比开会的
时间还长，身体劳顿倒在其次，关键是开个会
三两天就干不成别的事，结果事情越压越多，
影响工作的效率和进度。 ”

参会者苦不堪言， 会议的布置组织再节
省，也得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 某省举办了
一次省直机关工作会议， 会议筹备人员小沈
说，八项规定出台后，会议的规模和档次已经
严格控制了，“但该花的钱还得花。 ”记者看到
会议材料很考究， 供主要领导看的材料要有
彩色图表，要用豪华版装订。 另外，每个与会
者都有一个精美的文件包和小礼品。 某现场
会的主办方向记者坦言，“开会的隐形成本不
少，比如，各个参观点为了接待所付出的人力
物力、耽误的工作等，为了开这么一次会，我
们得准备近一个月的时间。 ”

地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介绍，“会
议费像个筐，什么费用都敢往里装。 ”一些部
门和单位利用会议费逃避支出监管， 成为个
别人报销“吃喝拉撒”、揩公家油水的方便法
门。 这位干部表示，最近中央出台了会议费管

理办法，地方能否跟进、能否管住会议费乱花
乱用，大家都很期待。

咋查摆———
■会议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放大； 应限制

会议开支，减少开会随意性
一名基层干部分析了 “小会大开” 的原

因，他说，有的是图简单省事，传达上级会议
精神走形式；有的是检查太多，一些领导检查
工作不愿意深入基层， 而是乐意在会上听汇
报；另外，基层工作头绪多、涉及面广，不论哪
个单位要推动工作解决问题，都离不开开会。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把开会当成了一种地
位和权力的象征， 使会议失去了本该具有的
意义。 ”

江苏某省直机关一位年轻人在苏南某区
办公室挂职锻炼，结果发现上级会议太多，有
时甚至常委们没一个在家，全去外地开会了。
“会议落实会议”是“小会大开”的重要原因，
他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一级压一
级，大小事都靠开会解决，自然会就多了。 而
且， 开会布置工作， 可以直接把责任推给一
线，只要布置下去，就算是“落实到人”，将来
出了问题可以找责任人。

“一些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某段时间内各
种大小会议不断开， 与这段时间内安全生产
事故频发有关。 假如你的辖区出了事故，上级
检查起来，你要是没开会，追究责任就是首当
其冲的重要一条。 连会都没开，证明你不重视
啊，你要开了会了，追究责任就少一条。 ”一位
领导这样告诉记者。

吉林大学程丽红教授说， 会议成为一种
负担，根子在于缺乏有意义的内容。 会议的作
用不能被无限放大，不然其“折腾人”的负面
效应就超过了积极作用。 开会要有针对性、有
明确的目的，只有提高了会议质量，才能真正
做到会议不“空谈”。

“很多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发文件的方式
来解决， 真有必要开会的也可以采取电视电
话会议或者开现场会的办法， 不一定非要都
跑到一个会场里去。 ”“很多上级部门开会都
要求一把手出席， 其实有的会议主要领导没
有必要参加，只需分管领导参加即可。 ”“有的
会议根本没必要印发材料， 不涉密的材料完
全可以通过电子形式内部下发。 ”……

在日常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类
似建议。 “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开会，什么样的工
作不需要开会，应该设置一些硬杠杠，尤其是要
从会议开支上加以限制，减少开会的随意性，这
样才能减少‘折腾人’的会，让会议回归查找问
题、解决问题的本源。 ”

会程短，车程长；十分钟会，一小时路

开会尚有浪费 治理还需加力
红 红 火 火 迎 新 年

马年将
至， 各地民
间 艺 人 创
作、 制作以
马为主题的
艺术作品 ，
迎接新春的
到来。
新华社发

“艺”马当先迎大年

■ 本报记者 周华 摄

在马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一
批喜庆的新年装饰亮相康定街头，
为节日的康定城增添了几分喜气。
据康定县市政管理局有关人士介
绍，每年春节，康定都要采取措施营
造节日氛围。 今年的节日氛围营造
本着节俭、喜庆、热烈的原则，在色
调上突出传统的红色， 融入了福、
春、马年生肖等元素，既有传统的特
点，又有民族特色。 据了解，这些节
日装饰主要分布在城市街区、 广场
及繁华地段。 在有城市行道树的街
道，则采用装饰与灯光结合的方式，
突出城市的动感， 使夜晚的康定城
更加浪漫而富有生机。

情歌城———喜气洋洋迎新年

（紧接第一版）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期间，许多基层单位不等不靠、先
行先改，“四风”问题已有明显改观。
但也要清醒看到， 作风方面的问题
由来已久， 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
“四风”问题在一些基层单位和党员
干部身上还不同程度存在。 对此，要
下猛药、出重拳，一项一项整治，不
达目的决不罢休。

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单
位性质不同，工作内容不同，服务对
象不同，具体在“四风”上的表现也可
能不一样。 解决“四风”问题，既要破
解共性难题，也不能大而化之搞一刀
切、一锅煮。 各市（州）、县（市、区）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重点解决政绩
观不正确，不敢担当，好大喜功、虚报

浮夸，疏远群众、脱离基层、漠视民生
等问题。市（州）、县（市、区）机关及直
属单位，要重点解决庸懒散拖、推诿
扯皮、作风漂浮，工作不落实、服务不
主动等问题。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
位、服务行业，要重点解决乱检查、乱
收费、乱罚款，执法态度和服务态度
生硬，滥用职权，搞权力徇私、利益输
送、借权营生，执法不公、选择性执
法、随意性执法等问题。乡镇、街道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重点解决“机
关化”现象严重，不关心群众冷暖，落
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等问题。 村、社
区等基层组织， 则重点解决软弱无
力， 服务群众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办
事不公等问题。

要强化活动载体， 注重引导激

励。 开展“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
民生”活动，是我省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的一项重大举措，务必把这一活动
贯穿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始终。

各地区各部门要在深入开展
“走基层”活动中察民情、听民意，抓
整改、转作风，抓基层、打基础，使活
动开展的过程真正成为依靠群众、
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过程。

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必须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
抓落实。 要通过在群众家门口开展的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扎扎实实解决
“四风”问题，努力让广大群众看到新
气象、新面貌、新作风，以实实在在的
作风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

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