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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大视野

第七招：细节“决定”成败
“一把手”不接待，领导就不来了

一些干部私下与记者交流，认为工作
上干得再好，在接待应酬上不周到，也可能
阴沟翻船。

在哪里迎接、在哪里吃、是否一把手陪
同、饭菜档次等都是体现接待细节的地
方。这些细节甚至喧宾夺主，成了接待是
否成功的关键。

确实，从现实来看，不少事情在餐桌上
比在会议室里更容易沟通，也更容易解
决。筷子一举，酒杯一端，谈笑之间，很多
是问题的问题及不是问题的问题均能迎刃
而解。

在形形色色的考察领导中，尽管不少
干部是秉公办事的，不计较接待的好与差，
也不在乎陪同领导规格是否“对等”，但也
有一些人是相当计较、得罪不起的。

某君，原是一市的市委书记。
他给记者摆起一件往事：几年前，省里

一位副省长下去视察工作，原计划要去他
们那个市考察，结果他们当天要开一个重
要的会议，他和市长都脱不了身，就只派了
一位副职去副省长所在的市“接驾”。这位
副省长见只是个副职，便说没时间不去
了。当时他们还没回过味儿来，以为领导
是真没时间。谁知第二天一看新闻，这位
副省长头天还专门跑到了他们相邻的市转
了一圈儿。哪里是没时间啊，还不是不满
这个市领导的公然“怠慢”。

不过，一名当了多年的乡党委书记
告诉记者，越是下级的领导，越看重接待
的“规格”，高级别的领导往往排斥，甚至
痛恨基层的奢糜接待。有的中央领导视
察工作时，如果饭菜弄得奢侈了，看一眼
就走。遇上这样的领导，恐怕接待过了
反而会弄巧成拙。

第八招：无招胜有招
工作真做好了，这些招根本无用

以上的各招各式中，唯独没有提到当
地的工作应该做得怎么样。

其实，如果工作上真能做到万无一失
了，那上面这些招式根本不用使，但这一点
恰恰又是容易被基层忽略的，正所谓“功夫
在诗外”，不能不说是一种本末倒置。日复
一日的考察和接待，成为基层政府工作的
不堪之重，广大群众的心头之痛。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大大小小繁复
不堪的检查考察，让基层的接待工作衍生
出一套“接待政治学”。基层政府究竟有多
少接待应酬？一次接待的成本究竟有多
少？如何看待接待中的形式主义？这些都
值得关注。

据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廉政瞭望》杂志

基层接待高手的8大“绝招”
不知从何时起，自上而下的检查

评比达标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
长足的发展。有定期、不定期检查，有
月度、季度、年终检查，有自查、互查、
抽查、普查，有对口检查、交叉检查、循
环检查、专题检查、多项检查、综合检
查……轮番轰炸下，基层政府怎样接
待应酬？

调查中，一位多年在乡镇工作的基
层干部董刚(化名)对记者形容道：“检查
与接待，有时候就像是高手过招，一个
细节没注意到，可能全局就都废了。”据
记者在多个乡镇的调查，包括董刚在内
的许多基层干部在大大小小的接待实
战中百炼成钢，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接待
招数，成为所谓的“接待高手”。

第一招：打探准确时间好安排
明查好办，暗访就麻烦了

董刚告诉记者，基层要做好接待工
作，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上级到的时间，“如
果是明查，那就好办，一般上面都会把检
查方案发到基层，按方案做好准备就行
了。如果是暗访就比较麻烦”。采访中，
一位有着多年检查经验的老领导透露，他
曾进行过好几次暗访，就说是出去开会
了，没人知道去哪儿了。

但一些乡镇的官员告诉记者：“其实
也不是都不能对付。现在的通信那么发
达，上面也有熟人，知道点消息一个电话
就过来了。”在有些地方，一个不成文的规
定是，如果在街上看到了省上或市上的小
号车，马上就要给当地领导报告。

董刚还介绍道，在领导考察的过程
中，时间也要控制好，什么时候吃饭，什么
时候听汇报，什么时候参观，都得做好安
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
认为，上级检查存在“孤舟效应”，检查者
永远处于孤立地位，犹如一叶扁舟驶入了
汪洋大海。这叶扁舟的航程，就是从“掌
握时间”这第一招开始控制的。

广东华美集团董事长张克强在谈及一次接
待上级检查的经历时说，“光领导来的路线都走
了 3次……”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乡镇干部都表
示曾为下来检查的领导设计过“专线”。“这个是
完成好接待任务的核心。你想让领导看到什
么，想回避什么，表达什么意图，达到何种效果，
全要看路线咋安排。”

一位乡镇干部戏称，接待领导检查就跟相对
象一样：只给看脸，哪有看腚的。当然，也有不按

“专线”行走的领导。据四川某市一位镇党委书
记介绍，有的中央领导来视察工作时就从不按安
排好的路线走，“车子走到哪儿喊停就停，甚至直
接走到田坝里抓把麦穗跟农民摆谈”。

这是基层一些官员最难拿捏的。专线不
专，就准备多线。因此，遇到一些大的重要检
查，“上面如果安排说参观 3个点，那么起码有
10个点当天都要进入临战状态”，西部某县组织
部的一名干部告诉记者。

所谓门面，是指接待时的道路、场景、所检
查项目达标(哪怕是暂时)的情况。某市为迎接
一重要年份中央领导下来视察，提前大半年就
开始修路。如果是考察新农村建设，那么新农
房要先修好；如果是检查场镇建设，也是提前几
个月就得动工修葺。

“至于领导下来时的道路清洁、周围环境、
标语彩旗等，那都是必需的，都要做在前面。”董
刚说。

他介绍道，西部某市为迎接文明城市的评
比，一次性购入了 10万盆鲜花布置装点，还植
入了百余条绿化林带。

也有临时抱佛脚的情况。一知情人告诉记
者，当地某乡镇为接待领导检查山羊养殖情况，
把所有人家的山羊集中在一起赶到山上，感觉
还是不够，甚至叫干部身披白布混入羊群中，终
于成功营造出了羊儿满山的喜人情景。此乃个
中高手，委实可惊可叹！

张正在西部某市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镇当
副镇长，分管计生、文教等工作。他说，接待所
需准备的材料文件是一道“数学作业”。这道作
业的特点是，数字繁复、层层加码、越做越细。
而基层工作的特点是工作杂，总结性较差，“有
时候为了应付上面层出不穷的表格只能动下脑
筋了。”董刚说。

西部某市的一所学校为迎接上级领导的考
查，创新型教育的教案、督导评估的材料都得由老

师加班加点补齐，有的就是突击新做。一位区环
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为了迎接检查而
填写的数据表格，那真是“神仙想出来的数字”。

“不这样做就通不过检查，通不过就要亮黄
牌，那么，所有的评先、评优、提职、提薪、晋级等
也都没有份。”山区某县一位乡镇干部说。在这
样的数字下，一个部门的工作成绩可以“再创佳
绩”，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也完全可以轻松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此招跟上一招相辅相成，往往考察的第一步
就是听当地官员汇报情况。有的检查组在一线
只是蜻蜓点水地看看，那么汇报就显得尤为重
要。汇报好了，领导满意，不仅检查容易通过，甚
至对基层干部个人也会有好印象，为以后的发展
埋下伏笔。汇报砸了，领导眉头一皱，之后的事
情就难说，甚至汇报者本人的前途就此了结。

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汇报往往是投其

所好，什么让领导高兴就说什么，怎样能吸引领
导注意就怎样说。有的领导带着项目来考察，项
目可以给这个地方也可以给那个地方，汇报一增
彩，引起领导‘共鸣’，说不定意向就出来了。”

所以但逢重要领导下来考察，会专门有秘
书组起草汇报材料。“其实大多数汇报，真正可
圈可点的又有好多嘛，关键是看如何发挥，想表
现的就重点写，想讨要的顺带提。”董刚说。

第二招：设定“专线” 不按路线走的领导，最难拿捏

第三招：绞尽脑汁“装”门面 嫌羊太少，干部披白布混入羊群

第四招：炮制“神仙”数字 突击做材料，轻松创佳绩

第五招：天衣无缝的汇报 碰见蜻蜓点水式检查，这招最灵

领导要到基层，一般免不了要和当地群众
交流、座谈。要是遇到上访户纠缠不清怎么
办？问到的群众不会说话捅了篓子怎么办？“最
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好人员关。”董刚透露。

人员挑选有两种，一是层层交代，事先挑选
好群众，“一般都是有点文化、说话也明白的”
（某镇党委书记语）。对这类“真群众”，除了交
代领导考察的大致内容，甚至连“台词”都会事
先导演好。

一位曾在某市委组织部工作过的干部告诉
记者，在一次座谈会上，群众争相举手发言“我
来说两句”的情景，其实都是事先导演好的。

“接待专业户”的出现也就源于此招。受洪

灾影响的安徽李郢村的郑继超从 2007年 11月
中旬至 2008年 1月中旬，在自己的新建房中先
后接受了从村级到部级领导的7次探望，每次都
基本按照“标准答案”圆满作答，被网友誉为“最
幸福的灾民”。

还有就是干脆移花接木，来个乾坤大挪
移。某地一所中学为迎接重要检查，干脆把一
所兄弟重点学校的学生当天全部“移植”了过
来，充当临时“演员”。某地举办的“新农村建设
现场会”上，甚至连农民兄弟的新媳妇都可以让
城里的宾馆服务员临时客串。有时候还会动用

“自己人”来当群众。某市组织部的干部告诉记
者，“有次干脆就用公安局的人直接替代了”。

第六招：乾坤大挪移 农村新媳妇土，让城里服务员客串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