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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减负”过年

新华社记者吴文诩、向定杰、余贤红

岁末年初，又到了各类检查评比、总结汇报、
传达部署的关键时期。记者近日在四川、贵州、江
西等地采访了解到，各地采取系列“减负”措施，取
得了积极成效，但改进作风永远在路上，受访干
部呼吁建立长效机制，让大家把更多时间用在干
实事、出实绩上来。

22 个工作总结合并 1 份

132 项督查考核缩减大半

过去由于填表报数多，经常困在
办公室。随着不必要的检查逐渐精
简，现在一个星期能够去贫困户家一
两次

接到记者电话时，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金
山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晓利和同事正迎着
凛冽的寒风，查看新修的水泥路。她说，虽然天气
较冷，但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心里暖和。

杨晓利说，按照以往要求，她所在的乡镇纪委
除了一份年终总结外，其余每项工作还必须有一

份年度总结，涉及案件查处、信访工作等多方面。
“今年有了新规定，报送给区纪委监委机关各单位
的半年、全年等 22 项工作总结，全部合并为一
份。”

同样感受到“减负”的还有江西省庐山市蛟塘
镇副镇长周孙斌。他介绍，过去由于填表报数多，
经常困在办公室。随着不必要的检查逐渐精简，现
在一个星期能够去贫困户家一两次。

2018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要严
格控制总量和频次，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原则
上每年搞 1 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同类事项可
合并进行，涉及多部门的联合组团下去，防止重复
扎堆、层层加码，不能兴师动众，动辄对着县乡村
和厂矿企业学校，影响地方和基层的正常工作。

对标中央要求，各地开展了专项整治。2018
年 11 月以来，江西省委有关部门派出多个暗访
组，深入脱贫攻坚“前线”，不打招呼、不搞陪同，针
对基层干部群众反映的脱贫攻坚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开药方”；湖南省长沙市委近日也对违
规开展燃煤污染整治工作督查的市发改委通报
批评，并责令其书面检讨，而长沙市某区原本年
底全面铺开的 132 项督查考核项目也压缩至
25 项。

招专人整材料“留痕”

村干部忙于接待像“演戏”

“有一次集中在办公室弄，材
料桌上放不下，就扔在地上，后来
晚上累了，有的人就直接睡在了纸
上。”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为基层
“减负”的同时，仍有一些乡镇街道、村居社区，

为了达到全程痕迹、应付各类检查，专门招聘人
员从事资料收集、归纳工作。

“面上的督查检查少了，干部实际负担仍然
挺重。”西部某省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表示，最近
正在做贫困户“四卡合一”工作，即要把政策明
白卡、贫困户基本信息卡、帮扶工作记录卡、贫
困户收益卡合并到一本手册，以前贴在贫困户
家外墙上的标识牌也要更新。“每一次调整，都
涉及到资料。”

西南某省一位村支书表示，现在最烦的就
是“痕迹管理”，什么都要拍照、归档。村委会总
共 7 人，其中招的 4 名大学生主要负责整材
料，一年用坏 2 台打印机。“有一次集中在办公
室弄，材料桌上放不下，就扔在地上，后来晚上
累了，有的人就直接睡在了纸上。”他苦笑着说。

一所只有 5 名老师、20 个学生的农村小
学，为迎接前段时间的专项复检，专门设了一间
资料档案室。校长拿出钥匙打开房门，只见里面
摆着开展各项活动的照片展板，桌上整齐排列

着各类奖牌、资料，其中各类办学台账将近 30
本。“虽然是抽查，但都要做的。”这名校长说，幸亏
最终没有被抽到，不然会更累。

除了整理材料让基层干部烦恼之外，一些“示
范点”的接待考察、检查过多过滥也有待规范。

“一般点的考察接待、督查检查确实在减少，但
是‘示范点’迎来送往仍然较多。像走马灯一样，有时
候一天就要接待五六拨。”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坦言，
基层干部群众对此形象地比喻说像登台演戏，村
干部接待多了，每次介绍情况“台词”也越来越熟。

整改没有“休止符”

盼长效机制遏制“回潮”

要给干部干事创业创造更宽容
的环境，不能过度依赖问责来推动工
作，应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让容错纠
错机制落地，为基层干部创业干事
“撑腰鼓劲”

受访干部表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顽疾，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拿出更务实的举措
打好“攻坚战”，更要一以贯之打好“持久战”。

——— 出台制度规定，压缩弹性空间。为减少
“文山会海”、频繁检查，很多地方进行了诸多探
索。如贵州曾实施为期 15 天的“无会期”，省委省
政府不召开重大会议，不开展重大活动，省直有
关部门也不召开让市县参加的专题性会议，集中
精力聚焦脱贫攻坚。“中央文件规定，对县乡村和
厂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要减少 50%
以上，这是从制度上压缩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滥
发生的空间。”四川省大竹县委书记何洪波说。

——— 管住关键少数，建立负面清单。不少干
部认为，之所以基层工作会陷入形式主义，部分
是上级部门的官僚主义、层层“甩锅”所致。记者了
解到，《贵州省 2018 年度贫困县专项评估检查工
作方案》指出，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凡出现超
标准接待、做展板、拉横幅、收受土特产等加重基
层负担行为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

——— 激励干事创业，完善容错问责。基层情
况千差万别、各不一样，作为“最后一公里”的执行
者，要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积极干事创业。一些
干部提出，要给干部干事创业创造更宽容的环
境，不能过度依赖问责来推动工作，应完善相关
体制机制，让容错纠错机制落地，为基层干部创
业干事“撑腰鼓劲”。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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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地形地貌和保存现状进行多样设计，

经过认真筛选，按照轻重缓急和便于管理的原则，
计划投资 1 . 5 亿元，分 5 段对箭扣长城进行修缮，
全长 7728米，敌台 51座，贯穿整个箭扣段长城。

该建的建，该修的修，该用的用，这是文物保
护的原则。作为国家级文物，长城不仅需要修缮，
更需要开发利用，在不断利用中、在善于利用中才
有可能实现更好地保护。

“我们计划打造长城体验区，把箭扣长城作为
长城体验区的首选点进行建设，在保护利用上摒
弃‘旅游景区’的模式，按照高端长城文化体验区的
定位，以‘保护为主，适度建设’的理念进行保护、传
承和利用。”郭大鹏说。

在怀柔区文委的规划里，长城体验区的建设，
首先将根据游客徒步、探险习惯，结合长城自身险
峻程度和观看角度，架设辅助性栈道及观景台，既
可满足游人近距离感受长城的沧桑魅力，又可以
使长城免受人为的攀爬破坏；其次在西栅子村修
建长城文化展馆，兼具接待中心功能，通过图片展
览、文物展示、书籍展卖、旅游产品售卖等不同方
式，展示长城文化。

“同时我们将建设箭扣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场
地，以艺术形式回顾和演绎大气磅礴的历史风云、
边塞奇观、民俗民风，以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艺术作
品，引发观众心灵震撼，从而留下深刻印象，演出可
借鉴外地成功经验，实现顶级艺术家与当地农民群
众的相互结合，共建共享，形成和谐互利的良性格
局。”郭大鹏描绘出一幅未来图景。

长城文化带是修缮示范带、文化展示带，也是
旅游体验带、生态保护带、富民产业带。

“仅怀柔区域内长城 64 . 5公里，就有单体建
筑 284座，城堡 22座，不可移动文物 69 处，碑碣
石刻 108 块。长城周边还有明代板栗园、有古堡的
长城古村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长城的文化内
涵极为丰富，太多和长城有关的故事、古村传说亟
待搜集整理。”郭大鹏说，长城修缮刻不容缓，就以
怀柔为例，除少数长城进行旅游开放外，目前绝大
部分都处于自然状态，因长期经风受雨，地壳变
动，灌木滋生，多数墙体损害严重，抗自然能力减
弱，有的已经倒塌或濒临倒塌，甚至消失，加强对
长城本体的修缮已迫在眉睫。

“险”情不断，亟待加强顶层设计

通过环境整治、抢险性修缮，部
分长城段的安全隐患得到消减，历史
景观已得到恢复。但由于几百年的自
然侵蚀，大部分长城段仍具隐患，难
抵风雨，抢险修缮任务依然艰巨

长城修缮，仍在进行中。
2018 年 8 月的一天，记者又应邀赴密云新

城子镇，探访正在修缮的东沟段长城。由于人为破
坏以及自然冻融、开裂，这里的敌台、边墙等砌筑

墙体坍塌损毁严重，结构多处出现安全隐患，急需
进行必要修缮加固。这次抢险修缮主要针对东沟
段的 209 号至 213 号敌楼以及 204 号至 213 号
敌楼之间的长城。

新城子镇与河北滦平、承德、兴隆三县接壤，
“一脚踏四县”，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明
朝时，这里就是战略要地，古堡密集。今年起，东沟
村北一段近千米的长城开始修缮。因地势险峻，车
开不进山，几十万块修缮所需城砖只能依靠最原
始的骡驮、肩扛方式运至施工处。

北京 500 多公里长城，其中一部分是京冀两
地的交界线，东沟段长城就是这样。由于北京一侧
交通更加不便，我们从河北一侧上山。车队沿着村
路行驶到一处停车处，在道路旁一字排开，无法再
往上开了。

我们到时，14 头骡子已经都“背”上了沉甸甸
的长城砖，每头骡子的背上都有两个方筐，各装了
6 块长城砖，大约有 300 斤。

骡子是从附近村庄农民那征集来的。54 岁的
农民杨成海就是其中一位。在满是碎石的山路上，
老杨拄着根粗树枝，一边大声吆喝赶骡子，一边吃
力往上走。蜿蜒山路上，骡队依序而行，响起“嗒
嗒”蹄声。

由于背的东西太沉，可以清晰地看到骡子肚
皮的急促“呼吸”、喘着的粗气。骡队缓缓上行，骡
子不时驻足休息，走走停停……村民告诉我们，工
程实施以来，已经有两头骡子“累”倒了。

“骡子走不动，卸下两块砖吧！”有人喊。
一位赶骡人赶紧走到骡子旁，从两边筐里各

抱出一块砖，放在路旁……
终于走到一处平台，这里有抽水机从村里抽

水上来形成的水坑，骡子可以在这里及时补充水
分，而通过电泵，水一直可以沿着水管往上被抽到
长城墙体下。

抬头向上望，不远处山峰上耸立着残存的敌
楼，近处，密林中一条羊肠小道通往长城。由于前
段时间刚下过雨、密云降雨量还位居北京市前列，
小道上遍布深浅不一的蹄印，泥泞不堪。

幸好出发前一天，北京市文物局的同志提醒
记者要带适脚轻便的鞋，携带矿泉水、食物，背有
一定容量的双肩包，还要准备手套。记者带了一副
耐磨的手套，在上下攀爬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上爬还是下行，往往都要用手拽住路旁的
树才行，一位当地人给了记者一根硬木棍做登山
杖，也非常管用。

一路跟着骡队，抵达长城修缮处。到这里，要
再往上运长城砖，就只能靠人扛了。这段长城的最
低处是一处水关，两面长城正在修缮，左侧的长城
俨然是石块长城：城砖坍塌后，内包的石块都裸露
了出来；右侧的长城沿山势往上，一块块木板横搭
着，便于工人通行，10 多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
在城墙上忙着拌白灰、砌城砖，有的墙体已修补完
整，露出城砖。

为了到达最近山峰上的敌楼，记者沿着陡峭
的山间小道继续往上走，扯着树枝，手脚并用，又
经过 20 多分钟，终于到达敌楼：敌楼损毁严重，
一角有坍塌，用木棍支撑着，工作人员反复提醒大
家不要往那个角落去；通往敌楼顶层的梯子已经

坍塌了一半，只能借助一侧的缝隙，在别人的托举
下爬上去。登上敌楼顶层，竟然有黄色的小花绽
放，极目四眺，周围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又一个气
象万千……

两次修缮现场的探访，让记者感受到了长城
修缮之难：由于长城多建在险峻之处，不少人迹罕
至，地势复杂，修缮起来十分不易。

“长城基本都在山区，许多地段险峻，施工难度
很大，但施工季节很短。”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
东沟长城段项目负责人张保如说，正因为如此，50
多名工人都是早上五点半就出工，天黑才能休息。

“刚到这时，根本没有路，大家是拿镰刀、铁锹
现开路，修长城的路可以说是人踩出的。”北京市
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古建专家万彩林说，水是利用
水泵一级级抽上来，电则要靠发电机，但最难的还
是运材料，因为地势垂直高度高，机械进不来，只
能靠“车、骡、人三级接力”。

尽管不易，人们一直在行动。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2007 年至 2016 年的

10 年间，北京累计投入资金 3 . 74 亿元用于长城
修缮保护，重点修缮了怀柔河防口、九渡河、青龙
峡长城、密云古北口长城、延庆九眼楼、八达岭长
城、平谷红石门长城、昌平流村长城、门头沟沿河
城长城等。2015 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北京市高度重视长城沿线抗战遗址的保护
工作，陆续对爆发古北口战役和南口战役的密云
古北口长城卧虎山段、蟠龙山铁门关段、昌平区南
口流村段长城进行了抢险加固和修缮，使长城抗
战遗迹得到了有效保护。

通过环境整治、抢险性修缮，部分长城段的安
全隐患得到消减，历史景观已得到恢复。但由于几
百年的自然侵蚀，大部分长城段仍具隐患，难抵风
雨，抢险修缮任务依然艰巨。

主要以苹果业和进城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东沟人，对长城修缮寄予厚望。

“长城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修缮不易，要
好好保护。”东沟村党支部书记秀海青说，村里已
经制定发展规划，希望长城修好后，能凭借这张历
史文化“金名片”和企业合作发展乡村民俗旅游度
假，建设集乡村度假、生态观光、娱乐休闲、户外运
动为一体，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生态乡村旅游地，
促进村民就业和增收。

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有了路线图

“我们要站在传承延续中华文明
的高度，肩负起光荣使命，把老祖宗
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保护好、传
承好。”

老城、三山五园地区、长城北京段、中国大运
河北京段、京西古道、燕山文化景观区域(明十三
陵、银山塔林、汤泉行宫等)、房山文化线路、南苑
文化景观区域(南苑及南中轴森林公园地区)、国
际文化景观区域(北京商务中心区及三里屯地
区)、创意文化景观区域(望京、酒仙桥及定福庄地
区)……这是 2017 年国庆前夕发布的《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规划的北京十
片重点景观区域，“长城北京段”位列其中。

“有计划推进重点长城段落维护修缮，加强
未开放长城的管理。对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
制地带内的城乡建设实施严格监管。以优化生
态环境、展示长城文化为重点发展相关文化产
业，展现长城作为拱卫都城重要军事防御系统
的历史文化及景观价值。”

北京城市新总规对“长城文化带”提出了上
述要求，虽只有短短 108 个字，内涵却极其丰
富。

要知道，北京地区的长城始于战国时期的
燕国，目的就是为了抵御东胡、山戎等游牧民族
的侵扰。秦代以后的许多朝代都在北京地区修
建过长城，长城修筑工程最为浩大壮观的非明
代莫属，那时明代北京城的北面就是国防前线。

北京市文物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北京
域内的长城墙体及与长城不可分割的各单体建
筑、附属设施、相关遗存等，其中约超过半数已
处于严重损毁甚至濒临消亡的状态，还有约
40% 相对保存状态一般，也因常年失于及时修
整而隐患重重，很难挡御风雨年复一年的摧残，
剩下不到 10% 的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
存，基本属于已得到抢险性修缮或已开发利用
的段落。八达岭长城自 1958 年对社会开放以
来，共接待世界各国元首 500 余位，国内外游
客达 2 亿余人次。

“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体量最大的就是
两个，一个是大运河，一个是长城。”最近几年，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一到周末就喜欢去
爬长城，“现在要加大对北京长城段的抢险，现
在就是先救命，后治病，先救命就是防止突然
坍塌。”

长城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标识，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保护尤其是北京
段的保护、利用，还需要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
重视。

“写在国歌里的文物就一个，就是‘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把民族精神注
入了一个文物。长城的保护和利用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它已经超出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层面了，
应该从更高的层面看这件事情。”舒小峰说，不
少长城沿线地区地处偏僻，经济欠发达，“长城
保护、传承和利用，还有物质层面的作用，就是
在做好保护工作时，怎么跟长城沿线老百姓脱
贫、改善民生、发展经济结合起来。”

文物需要保护，同时需要传承和利用。
长城文化带的建设，不光是文物保护、本体

保护、物质层面的概念，还有传承问题，更多的
是精神层面的传承，就是长城历史文化内涵的
发掘、传播、宣传。

利用是什么样的利用？是低端利用，村村点
火、户户冒烟，破坏性使用，还是加强规划、有序
管理？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北京市文
物局透露，长城文化带的保护与利用是北京市
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已将长城抢险修缮列入
“十三五”文物保护重大工程项目，将进一步加
大资金投入，进一步推进昌平南口、密云古北

口、怀柔箭扣长城等抢险加固工程，同时进一步
落实北京市辖区内长城沿线各区、乡镇政府在
长城保护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强化市政府有关
部门的监管职责，鼓励全市单位和个人以各种
形式参与长城保护工作。

长城保护正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
注。2018 年 12 月中旬，北京市委常委会会议
审议通过《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
(2018 年— 2035 年)》。其后第三天即 2018 年
12 月 15 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长陈吉宁、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等一起来到延庆区，冒
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登上花家窑子段长
城，就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蔡奇强调，长城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是
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和无与伦比的
文化景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不到长城非
好汉”体现出所有中华儿女以万里长城为荣耀的
文化自信。北京地区的长城保存最完好、价值最
突出、工程最复杂、文化最丰富，“到北京看长城”
向来都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必选项。我们要站在传
承延续中华文明的高度，肩负起光荣使命，把老
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

一幅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的“路线图”，已
经跃然纸上：

——— 要实施好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并
同步制定行动计划，压实责任到相关区和部门。
要把加强遗产保护放在首位。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严格落实《长城保护条例》，建立系统规
范的长城记录档案，积极采用新技术应对自然
和人为因素影响。进一步摸清底数，开展分层分
类保护，贯彻最小干预原则，优先抢险加固有坍
塌风险的点段。市文物局要确定修缮任务，争取
风险点段早抢救、早保护。加强监管，杜绝私自
开发，防止盲目修缮，对古长城造成“二次伤
害”。把保护生态作为重头戏，立足“两山四水十
八沟”，大尺度造林绿化，逐步恢复“居庸叠翠”
“岔道秋风”“上观积雪”等生态文化景观，打造
“生态长城”。

——— 带动区域发展。做好热门景点的游客
分流，抓紧开拓古北口长城、箭扣长城等新的
国际精品旅游线。聚焦核心，打造集中展示长
城文化精华的优质景区。深入挖掘长城文化内
涵，支持长城博物馆、陈列馆建设，办好长城文
化节等特色主题活动，鼓励发展有利于展示传
播长城文化的产业。注重维护好沿线村落利
益，探索与长城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改善沿线
村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增强村民获得感。

——— 加强统筹协调。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研究长城文化
带保护发展有关重大事项。北京市文物局要加
强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相关部门要主动认领
任务，予以支持。各区要落实属地责任，严格依
法开展长城保护与管理。要注重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发挥志愿者队伍作用，完善京津冀保护
长城合作机制。

……
人们，对长城尤其是“长城之冠”——— 长城

北京段的未来充满期待！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曹曹一一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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