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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满天飞的各种表格，现在是

满屏的各种工作群。形式变了，但形式

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以现代化办公的名

义搞形式主义，新瓶装的还是那些旧酒。

哪怕是在放假休息，我们乡村干部

都要二十四小时开机等候命令，因为乡

镇工作纷繁复杂，防火防汛防地质灾害；

医保农保劳动就业；精准扶贫村庄整治

更是重中之重；每一项都耽误不得，也耽

误不起，可没工作群的时候起码休息时

间可以清净一下，保持手机开机预防突

发事件就行。

现在呢，吃饭的时候要看一下工作

群，走路的时候也要看一下工作群，睡觉

起来上个厕所也要看一下工作群。

这位基层干部的“吐槽”，可能只是

基层干部苦于各种应付式工作的一斑，

却可以从中窥见一些机关部门的形式主

义甚至官僚主义作风并没有消失。但

是，并不容易从中说他们搞了形式主义，

为什么？因为形式上抓得更“实”了。

手机 APP、微信工作群等现代化的

信息手段准确有效地使用，可以提高基

层的工作效率，甚至减轻基层干部的工

作负担。但是，工具的使用不可本末倒

置。如果用于提高效率的工具反成为基

层干部的负担，可能是措施设计上出了

问题。

“多接一点地气，少一些套路”，那位

基层干部希望的，大概也是基层干部的

共同心声吧。

（@共青团中央）

“现代办公条件”缘何成为基层干部的“坑”

你手机里有多少微信群？小学

同学群、中学同学群、大学同学群、

部门工作群、家长群、喝酒群、聊天

群……一天时间你看得过来吗？

近日，一位乡镇干部在微信中

描述了乡村干部沦为“微信工作群

奴”的状态：多个部门的微信工作群

每日必报到并传报相关材料；各部

门不同的工作系统要填报，所有手

机24小时保持开机……

一觉醒来，微信工作群已“爆炸”！

手机APP、微信群等“现代办公工具”为什么会

成为基层干部的“坑”呢？先来看看这位干部是怎

么说的。

早上六点起床，赶到村里八点多。从昨天晚上

十一点多睡觉到现在的功夫，微信工作群的信息已

经爆炸了……

他随便就列出了所谓“比较重要”的工作群：

乡镇工作群、乡村工作群、某县医保群、某县农保

工作群、某县卫生计生群、秀美某县、某县环境卫

生群、某县扶贫攻坚群、某乡党建工作群、某县扶

贫第一书记群、某村村民群、某村党支部交流学习

群……

由于每天应付手机APP系统和各种各样的“微

信工作群”，让部分乡村基层干部主要精力放在了

应付手机上，工作沉不下去。

一些上级负责人也把工作群作为开展工作的

捷径，不再下乡到村了解情况，需要什么原始素材，

直接让乡村干部通过手机报上来。

基层干部被这么多工作群所“绑架”，有一部分

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对“痕迹化管理”的形式主义化。

这位干部这样描述他们的下乡状况：

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

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和他合个影，

然后再找手机信号、找GPS信号，因为要手机扶贫

APP签到，上传帮扶日志和照片。这叫：工作留痕。

这个工作留痕，其实就是方便上级对基层干部

的检查管理：有照片、有定位、有记录，是对“合格干

部”的要求。留下这些痕迹，至少表明了干部到了

工作地点，开展了相关工作。

“但你叫人家群众怎么看？早上起来一开门，

跑来个傻干部，抓着就照相，然后埋头玩几下手机，

简单说几句话，就跑人了，敢情我就是一个拍照的

吉祥物啊？作秀意思太重了吧？”这位干部对群众

反应的猜测，其实应当是群众的正常反应。

人民网曾发文表示：凡事要求“工作留痕”是一

种形式主义。

“工作留痕”已经常态化了。无论是走基层，还

是外出学习，无论是机关里，还是一线，做了哪些工

作，用“记实本”写下来，用移动设备拍点图片、小视

频，不仅可以直播工作实况，而且还是迎检的第一

手资料，写总结的真材实料。然而，现实中却出现

了以“工作留痕”代替监督的现象。

一些领导要求下属部门把“工作留痕”资料送

到机关，结果工作检查搞成了“工作留痕”大展览，

一些领导走基层检查，不是到工作现场，而是看资

料堆积怎么样，甚至说“你们的资料没有别人的多

啊！”结果，“文山会海”抬头，“材料政绩”盛行，不仅

消耗了基层大量的财力人力，而且拖累了做实际工

作的一线干部，让群众无法及时办事。

正是对“工作留痕”的要求过于简单化，不考虑

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甚至不考虑基层使用“高科

技手段”的客观条件，生生把“加强管理”的好经给

念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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