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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形式主义压垮基层干部

致敬，扶贫干部的生命丰碑

新华社记者王圣志、杨玉华、刘美子、水金辰

5 年，558 . 9万人，挥别贫困阴霾，开启美
好生活！

5 年，28 人，倒在脱贫战场，告别冲锋陷阵
的热土！

自 2013 年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安徽
1 . 2万名优秀机关干部重点奔赴 3000 个贫困
村，9万余名村干部扎根基层，向贫困发起总攻！

有奋斗，就有牺牲。
5 年间，28 名干部殉职扶贫一线，其中有

一半是最基层的村干部。这些土生土长的“草
根”干部，待遇不高却奉献最多，甘愿为乡亲们
脱贫致富付出一切。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他们用生命和信仰树
立扶贫战场上的精神丰碑，铸就攻坚火线上的
坚实脊梁。

“草根”英雄热血担当

“我会尽快帮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这是
黄忠诚留在世上最后的话语。

黄山市黟县塘田村，深度贫困如同延绵的
大山，世代横亘在塘田人面前。

走出过大山的老兵黄忠诚，退伍后曾从事
木材生意，就在事业高峰期，他却毅然放弃丰厚
的收入，回到家乡任职村委会主任，“我要帮乡
亲们一起致富！”

5 年时间，他带着乡亲们开山修路、通水通
电。460亩荒山种上了香榧，135亩抛荒地建起了
标准化机采示范茶园，村民收入翻了一番，村集
体收入每年 10万元，沉寂已久的荒山重焕生机。

“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模式是黄忠诚探
索的造血扶贫路。为了防止贫困户“呛水”，他将家
中的积蓄全部投入，带领他们成立茶叶合作社。

2016 年 9 月 5 日，合作社迎来首次分红。
黄忠诚却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仪式现场。

手捧分红款，贫困户余双全哭了，“感觉几
辈子的苦都结束了，黄主任却看不见了。”

一个月后，塘田村全村出列。
和黄忠诚一样，界首市茶棚村党总支委员

柳西周走的也很突然。在村里一干就是 32 年的
他，从患病请假到离世，不过 9 天，他把时间都
留给了群众，用在了脱贫攻坚的事业上。

茶棚村共有贫困户 271 户，柳西周负责 6
个村民组和 32 户贫困户，脱贫攻坚分秒必争。

贫困户于伟想创业，没有启动资金，柳西周

就自掏腰包，帮他发展红薯种植，鼓励他“穷不
怕，咱得靠自己想办法”。

柳云峰家因病致贫，得知他会“粉墙”，柳西
周跑前跑后帮他申请下扶贫贷款，张罗起装修
生意，还不忘叮嘱“你富了，一定要带动其他
人”。亲戚骂他“憨”，自己家徒四壁，老父亲想办个
低保却被他无情地顶回去：“只要我还当这个村干
部，您就别想。”病重期间，他一再嘱托妻子再看
看那些困难乡亲。

扶贫路上，巾帼不让须眉。
错落有致的白墙红瓦掩映在金黄的油菜花

海中，蜿蜒的秋浦河流淌于皖南群山间。池州市
贵池区殷汇镇旧溪村，每年四五月，都会有大批
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

“把这里打造成最美的摄影基地是她最大
的心愿，就像现在这样”，俯瞰如今的旧溪，念叨
着程爱玉的名字，殷汇镇党委书记陈燕的双眼
湿润了。

就在 6 年前，这里还是“山高滩险，人穷心
散，媳妇不上门，光棍成了群”的地方。村党支部
书记程爱玉力排众议，修通出村的唯一大桥，她
因地制宜，带领村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旧溪人很
快摆脱了贫困的阴霾。而 51 岁的她却永远离开
了这片深爱的土地。

这是一群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草根”扶贫带
头人，这是一个用生命写下的脱贫攻坚注脚。从
郁郁葱葱的皖南山区，到辽阔壮观的淮北平原，
哪里有脱贫攻坚的号角，哪里就有这些忘我的
身影。

安徽省扶贫办提供的一份统计显示，从
2013 年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截至今年 8 月，在
脱贫攻坚中因公殉职的干部有 28 人，其中有一
半是扎根农村几十年的“草根村干”，他们在最
基层的岗位上做出了不起的牺牲。

青春在最需要的地方怒放

2018 年 8 月 18 日，台风肆虐，29 岁的驻
村干部曾翙翔在转移群众抢险中触电牺牲。当
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 3 个月。

曾翙翔是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团委副书
记，2017 年主动请缨到宿州市埇桥区支河乡路
湖村任扶贫专干。

一进村，曾翙翔就把皮鞋、西装锁进柜子，
换上布鞋、汗衫，用短短半个月，走访全村 185
户贫困户，把每户情况摸得门清。

“他每次到农户家去，都自己带着面包、火腿
肠，拿瓶水。”路湖村党总支委员武建华回忆说。

改建村卫生室，为贫困户申请危房改造，帮
助老人跑腿入股分红……贫困户谢俊芳说“小
曾比我亲儿子还亲”。

300 余天的扶贫生涯，短暂却至诚。曾翙翔

去世后，人们在他住的村部传达室看见，床边摆
着一双满是泥土的布鞋，桌上还有半瓶没吃完
的咸菜……

岳西，曾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
困面积最大、程度最深的县份之一，今年 8 月正
式摘帽。溪河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扬彧却
没能看到他日夜盼望的这一天。

刘扬彧出身贫寒，对贫困有着切肤的感受。
“按说大学毕业后可以在城里过上安稳日子，结
果他又考回县国土资源局。”这个 1988 年出生
的年轻人，对乡亲们有着特殊的感情。

贫困户要办低保，刘扬彧没让他们跑过一趟
腿；老百姓不愿异地搬迁，刘扬彧一趟一趟去做思想
工作；妻子正在待产，他却在暴雨中转移群众……

2017 年 12 月 3 日，刘扬彧在走访贫困户
途中遭遇车祸。胡兴佳解开刘扬彧血染的外衣
时，看见他内衣破旧，忍不住放声大哭，“孩子
啊，你这是图啥？”

这些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他们在最艰苦的农村，捧出一颗红心，践行
党的宗旨，书写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忠诚！

甘于清贫奉献百姓

自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中国以每年减
贫 1000万人以上的速度，书写着人类反贫困斗
争史上的壮举。

黄忠诚走了，柳西周走了，程爱玉走了……

但他们留下的脱贫足迹正指引着更多人迈向
富裕生活的康庄大道。

他们视群众利益高于个人得失。
桐城市柏年村原村党总支书记胡忠全曾是

全市最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儿女的学费要靠
亲戚东拼西凑，他却一口回绝了年薪十几万元
的工作邀请，一定要带领村里乡亲过上好日子。

绿色的林荫道，在乡野间纵横延伸，打通了
柏年人的致富之路。柏年村在全市第一个修成
了村级水泥路，第一个有全村循环贯穿的路网，
第一个搞起土地流转，人均纯收入率先过万元。

“没有胡书记就没有我们村的今天，能拿我
的命换回胡书记的命就好了！”72 岁的村民胡凤
香蹲在刚刚贯通全村的道路上，久久不愿离去。

23年来，不知多少次披星戴月，胡忠全患上
严重的甲亢和腰椎疾病。有人说，修路是胡忠全的
执念。胡忠全却说，只有路通了，好日子才进得来。

柳西周的家是 20 多年前的老房子，一台
老式电视机孤零零地摆在床头，雨天泥水顺着
墙面流，堂屋一直挂着入党誓词。妻子劝他出
去打工，柳西周却说：“我是共产党员，23 岁入
党就宣过誓，我得说话算话，得对得起老百姓。”

斯人已逝，他们用生命铺就的康庄路却在
山林间、沟涧旁延伸，民富景美的愿景日渐清
晰。背影消逝处，无数党员干部仍在最艰苦的
地方不懈奋斗着 ......

决战正酣，战鼓雷鸣！
新华社合肥 11 月 22 日电

本报记者汪军、杨洪涛

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基层干部肩上的
担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重。为了让群众过上
想要的生活，党员干部们一心扑在基层，不畏艰
难困苦，没有对工作心生怨艾。记者在贫困地区
调研时发现，真正让基层干部尤其是扶贫一线
干部无奈的，是一些费时费力“走过场”的活儿，
比如各种形式主义的督查、检查。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政策落
实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决定群众获得感。有关
部门向下开展的督查、检查，能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激励、鞭策、监督等作用。但是，如果督查、检
查工作“跑偏”了，效果将适得其反。

今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
存在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重留痕轻
实绩等问题，地方和基层应接不暇、不堪重负，
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既不利于集中精力抓落实，
也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损害党群干群关
系。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通知》点中了要害，戳

中了泪点，“全部说到心坎儿上了”。
记者在贫困山区采访调研时，不少基层干

部反映，过去接待多，现在是迎检多，“大检查开
大会，小检查开小会，材料堆积成山，队伍接二
连三”。相比往年，虽然填报表、做资料等负担有
所减轻，但各式各样的督查、检查显著增多。干
部感叹道，不少检查都是“走过场”，挤压了走村
串户、联系群众、解决困难的时间。

一位驻村干部表示，但凡遇到督查、检查，准
备材料和开会的任务就很重。以 9月为例，这名干
部一共参加了 10 个会议；10 月的前 22 天，他参
加了 11个会议，最多的一天参加了 3个会议。有
些地方，不得不设置资料组，安排专人负责开会。

沦为形式主义的督查、检查，最大的害处是

占用基层干部的时间。基层工作复杂而具体，要
同群众谋发展思路、出解难之策，需要深入社
区、乡村、学校、企业，这都得投入大量时间和精
力。有脱贫一线干部坦言，“白天开完会，夜晚要
下队，忙个白加黑，睡不成瞌睡”。

“进门翻材料，座谈听汇报；深入到基层，啥
也不知道。”来自基层干部的打油诗，充分反映
他们对形式主义督查、检查的反感。一些部门通
过开展督查、检查，以示贯彻落实政策，久而久
之，敷衍了事、应付交差成了一种“传染病”，让
不少基层干部染上这样的病症。

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
见》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

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带头承担责
任，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基层干
部心里十分期盼，上级部门要主动带头，带着
问题走进现场，共同调研解决问题，以好作风、
好方法形成感染、引领的气氛。

已有诸多案例表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既伤害基层干
部，群众也不买账。只有摒弃形式主义的督查、
检查，真正深入调查研究，增强走基层的脚力、
看问题的眼力、谋路子的脑力，群众才拥护。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了“啃硬骨头”的关键
时期。中央强调，要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
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
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
检验。中央也出台了关于规范督查考核工作的
相关规定。但基层反映，规定出台后，督查、检
查有所减少，但各种变异的检查仍有很多。

基层干部特别是脱贫一线干部的双肩已
经“负荷满满”，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
面小康，他们的肩膀绝不应承受形式主义“花架
子”之重。

安徽省桐城市柏年村原党总支书记胡忠全生前的扶贫日记。新华社记者 屈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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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
县湾碧乡 80 后“白发书记”在网
络刷屏时，记者正在大理采访。原
以为临时去相邻的楚雄采访会很
方便，没想到我们开了 3 个半小
时的车才到大姚县城，而县城距
湾碧乡还有 168公里。又颠簸了
两个多小时，记者才终于见到“白
发书记”李忠凯。

湾碧乡地处金沙江干热河
谷，是傣族和直过民族傈僳族聚
居区，条件极其艰苦。全乡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1647 户 6477 人，贫
困发生率曾高达 37 . 2%。湾碧乡
位于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库区，
是库区唯一需要整体搬迁的集
镇，需要移民搬迁 809 户 3000
余人，占该电站移民总数的 45%。

李忠凯头发几乎全白，脸庞
比照片更黝黑，外表确实不像只
有 38 岁，但声音听上去很年轻。
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白发干
部”在当地并非只有他一人———
当时一起接受采访的湾碧乡乡长
车宜刚，出生于 1981 年，比李忠
凯小一岁，头发也白了。

80 后干部和满头白发的巨
大反差，让记者心情沉重。一是因
为基层干部的操劳，二是因为贫
困地区脱贫与发展的不易，三是
因为少数人对基层干部的不理解
甚至非议。如果没有那张白发照
片，一般人恐怕很难直观地了解
基层干部的艰辛。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李忠
凯有个 12 岁的女儿，但他长期
在乡镇工作，从没参加过学校的
家长会。“如果县里有事，我就回
去开会办事，但是很少回家。其实
很难数清楚一个月或者一年要跑
多少次。”

对于意外“走红”，李忠凯看
得很淡，“没想到网上关注会这么
多。我不太在意、不太关心这些事
情，我也不是明星。”相比之下，他更关心如何把移民
搬迁和脱贫攻坚两大重点工作做得更好。在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之前，云南贫困县乡镇党政正职、分管领
导原则上不调整岗位，“不脱贫、不换人”，李忠凯将
继续带领湾碧群众脱贫。

采访结束后，记者颇为感慨的是，全国各地像李
忠凯这样一心扑在基层的干部还有很多，但他们受
到的关注却不够。网络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即便
是这次意外“走红”的李忠凯，大概也很快就会淡出
舆论视线。热闹过后，又有多少人还会记得“白发书
记”为之奋斗的山乡？

面对依然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我们期待社会
各界除了关注 80 后书记的白发，还要给基层干部更
多理解，给贫困山乡的群众更多帮助。正如李忠凯所
言，更多的关注点不应该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多关
注、关爱基层干部这个群体，也向贫困地区伸出援
手，尽一份努力。

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是，在李忠凯“走红”后，已
有一家全国连锁餐饮企业与他联系，准备帮助湾碧
乡的农特产品打开市场，这让他感受到“关注也是生
产力”。希望这样的爱心企业越来越多，也希望更多
贫困地区能进入舆论关注的视线。

（本报记者吉哲鹏、丁怡全）

给扶贫干部多些关怀多些平安
本报记者吉哲鹏、杨静

初冬时节，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11
月 19 日，云南昭通市大关县 90 后驻村女干部
王秋婷，因交通事故牺牲在扶贫路上。1992 年
出生的王秋婷，2014 年 9 月参加工作，2017 年
10 月开始驻村扶贫。她所在的打瓦村贫困面
大，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多，经济基础薄弱。

驻村扶贫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从王秋婷
的扶贫日志可见一斑。她在《打通最后的 5 . 62
公里》日志里写道，“在驻村扶贫开始的两个月
里，我就走遍了 22 个村民小组，每天平均走 2
万多步。每天徒步的行走使我的双腿红肿疼痛，
走烂了我从县城带来的两双运动鞋。”

和许多扶贫干部一样，王秋婷做的都是小
事。比如，为进村道路找项目，帮助村民找水源，
劝返辍学的小姑娘，帮助贫困户卖蜂蜜……但
这些细小而具体的事情，如同涓涓暖流，汇入了
百姓的心田，浇筑着他们脱贫奔小康的大道。

王秋婷牺牲后，记者看到了一串数字：从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云南

省共有 72 名扶贫队员、干部牺牲。其中党员 53
名，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超 6 成。

在牺牲的扶贫队员中，年龄最小的是 1993
年 9 月出生的师宗县人民医院护士李吉璐———
2017 年 12 月 5 日，她下乡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后返程途中遭遇车祸；年龄最大的是 1949 年 5
月出生的宾川县大营镇排营村排上小组党支部
书记李建国——— 2017 年 6 月 28 日，他在入户
调查扶贫情况后，因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抢救
无效去世。

他们用生命铸就了脱贫攻坚路上的一座座
丰碑，让人感动，更让人惋惜。记者长期在贫困
地区一线采访，接触了许多基层的扶贫干部，每

当听到有扶贫队员牺牲的消息时，总是很揪心，
特别害怕看到自己熟悉的名字。

据记者了解，因病、交通事故是扶贫干部牺
牲的两大主要原因，因病主要是积劳成疾。随着
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任务难度、工作
压力随之增加。但脱贫攻坚任务越是紧迫，我们
越要最大限度保障扶贫干部的人身安全。

适度休整是为了更好出发。超负荷运转时
间久了，身体健康风险就会加大。某地扶贫办主
任告诉记者，现在工作状态真的太苦、太累，“县
城家里的厨房基本不开火，和妻子打个电话就
算见面”。这位干部说，自己想想还挺心酸，希望
上级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关爱扶贫干部，如安排

扶贫干部体检、定期组织学习等。
作为脱贫一线的战斗员、指挥员，扶贫干部

肩负的任务极为艰巨，他们普遍希望，各级部门
在压担子的同时，更科学地安排工作和配置人
员。比如，在脱贫任务重的贫困村，要调配更多
更强的人手，安排能协调资源的部门来挂钩帮
扶。扶贫干部们还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定任务
时，要考虑到基层干部的难处，合理配置工作梯
队，为基层扶贫干部安排轮替休假。要了解他们
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让患病的干部主动就
医、及时就医。

另外，各地还应坚决执行中央有关精神，杜
绝扶贫工作中的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
参会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砍掉不必
要的表册、档案，让基层干部的精力聚焦脱贫主
业，也能抽出时间休整身心，减轻压力。

脱贫攻坚战场上冲锋陷阵，靠的是广大扶
贫干部，各地各级要加大关爱关心关怀力度，制
定具体关怀措施，采取可行的关爱行动，让扶贫
干部在脱贫路上少一些牺牲，多一些依托，多一
些平安，能量满满地打赢攻坚战。

近日，个别地方有基层干部反映，手机上政务
APP 太多，有的甚至要求每天打卡，影响工作生活，
沦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对于这种新型形式主义，
需要加以警惕和遏制。

不可否认，手机 APP 确实有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但过多 APP 的推出，也给基层工作增加了一定
负担。

不久前，浙江省纪委监察委督导调研组在明察暗
访时了解到，某乡镇一些干部的手机上普遍装有七八
个工作APP和 20多个工作类微信公众号，每天若要
认真完成 APP 上的“留痕”任务，要耗费两个小时左
右。同时，各地政务APP过多现象也普遍存在。为此，
该省专门出台意见，要求给基层干部减负。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不少基层干部反映，随着移
动办公的普及，当前政务 APP 让人眼花缭乱，基层
疲于应付；个别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内容远离群众，
甚至成为“僵尸号”；有的工作微信群和政务办公群
成“秀场”，“干得好不如晒得好”；一些 APP要强制推
广下载，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更有甚者，还
有的工作 APP 内容、功能同质化，不同部门都要单
独搞一套，单独考核，导致一些工作要重复打卡。

基层工作任务多，压力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这种“指尖上的留痕主义”，是形式主义的变
种，无疑增加了基层负担，必须加以警惕，及时遏制。

要解决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方面要压
缩“留痕”考核，另一方面要加大工作整合，一个
APP 能解决的问题就用一个，内容相同的就不需要
重新打卡，让基层工作不被手机“绑架”。

工作好不好，关键看成效。评价工作，过程固然
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结果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痕
留得再好，事情没解决，群众依然不会满意。因此，
要把更多评价权留给群众，比如可以采用群众满意
度调查来评价干部，电视问政来监督日常工作等
等，这些效果，比简单的留痕要好得多。

还需反思的是，这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创新
型工具，为什么也出现了形式主义的新变种？恐怕
还是思想深处某些官僚主义旧习气在作怪吧？旧习
不除，推出再多政务创新恐怕也会被形式主义附
体。而这，是需要持之以恒加以治理的。

新华社记者裘立华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2 日电

■新华时评

政务 APP 打卡留痕：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进门翻材料，座谈听汇报；深入到基层，啥也不知道。”来自基层干部的

打油诗，充分反映他们对形式主义督查、检查的反感

要考虑到基层干部的难处，合理配置工作梯队，为基层扶贫干部安排
轮替休假。要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等，让患病的干部主动就医、

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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