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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治堵要走出
“应急”怪圈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彻底治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上加以完善，还应该在制度层
面上有所作为。一方面，在政绩考核中，应该加大公共服务水平所占权重，强化政策对于
公共服务的倾斜；另一方面，对于公共事业项目，应该引入社会评估机制，邀请市民参与
政府决策，以此平衡不同利益。只有强化制度设计，才能避免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

“掐架”，并防止交通治堵成为应急工程。
交通拥堵是一个提醒：如果城市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不能协调，那么经济利益最终可能会

演变为负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北京等城市对于交通治堵的新探索，应该成为提高城市发展认
识、改善城市治理水平的新契机，成为城市发展制度革新的又一个起点。 ——《人民日报》

民众去政府机关办事，最怕是“门难进，脸
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只要合乎相关规定和
规则，程序可以走、时间可以等，怕就怕机关人
员连基本的服务态度都难保证。民众好不容易
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机关人员却甩出一句

“这事不归我管、该哪个部门管”。听到这句话，
相信很多人的心登时会凉一大截；最让人难以
接受的是，甩给你一句话后，人家该干吗还干
吗，一脸漠然。无疑，这样的工作作风，必须及
时纠正。治疗此类敷衍塞责、“踢皮球”的机关
病，首问负责制无疑是一剂良药。

一般来讲，办事情解难题，首先要弄清“办
什么事儿、谁来办、怎么办”几个层次的问题。
先说“办什么事儿”的问题。现阶段，民众去政
府机关办事、咨询，一般分为两种：为自己办事，
或者为企业办事。不管是为谁办事，都事关民众
个人权益、企业切身利益，都不能怠慢和马虎。
作为政府机关，为民众和企业排忧解难，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民众进了政府机关的大门、靠近办
事窗口，因为不明白事情“怎么办”才咨询、才发
问。因此，面对咨询和发问，每一个脑子想着发
展、心里装着百姓的工作人员，都应该问清楚、问
明白请办人“办什么事儿”，这是第一步。

再说“谁来办”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事，

还是企业的事；无论是大事、麻烦的事，还是小
事、简单的事，都需要有人来办理。也就是说，
无论是政策的贯彻落实还是具体问题的解决，
最终都要明确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头上。民众到
政府机关办事，因为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委局、哪
个科室、哪个柜台请办、咨询，所以才会发问。一
般而言，他们在陈述完事情后，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事应该由谁来办。这个时候，首问负责制的

“首问人”，肩负的责任就凸显出来：在办公场所、
服务大厅和公务处理过程中，首先接受来访、咨
询或接待办事的工作人员，必须给请办人明确、
具体、详尽的答复。首问人不一定是该项业务的
负责人，但只要民众或企业先“问”到你了，你就
要负责处理或协调处理。不管是解决、办理，还
是介绍、答疑或指引，都要做到让请办人满意。

最后说“怎么办”的问题。首问负责制规
定，民众或企业请办的事项，无论是否属于本部
门或本人职责，首问人都必须热情主动接待和
答复，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拒绝和搪塞。能当
场处理的要当场处理，不能当场处理或不属于
职责范围的应说明原因，或将请办人引领到相
关部门办理，或联系相关部门解决。由此可见，
不管是职责内的事，还是职责外的事，不管是对
事件负直接责任，还是负间接责任，首问人都要

给请办人一个好的态度、好的交代，不能“一问
三不知，再问就翻脸”。

说到底，首问负责制作为一项明确职责、明
确程序的通用性规定，在“明确责任”之外，其深
意还在于借此提升机关人员的服务意识。首问
负责制并不是破解机关推诿、推卸病的万能钥
匙，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但践行
首问负责制的过程，也是提升机关人员为民、便
民服务理念，培养机关人员主动做事、勇于担当
责任意识的过程。它可以增强我们执政为民的
服务意识，消除因分工交叉和职责区分不清而
形成的责任“盲区”，优化发展环境，提高办事效
率，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现象
的发生。

首问负责，明确责任是提升意识的前提和
基础，意识提升后，责任的明确将会更加细化，
进而促进首问负责制全面落实，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健全。如此良性循环，首问负责制的作用
与价值，将会不断优化呈现。所以，领导干部和
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以践行首问负责制为契
机，进一步明确自己担负的责任，进一步全面提
升为民服务的意识，在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的
过程中，身体力行这一制度所蕴藏的为民、重民
的理念和精神。

首问负责，明确责任，提升意识
议新形势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四）

□本报评论员

以具体求跨越
基层“一把手组阁”能否满足期待？

在云南楚雄州，一项被称作“一把手组
阁”的基层政府领导班子改革，在几个县的局、
镇进行了试点。其中，在元谋县元马镇，今年6
月，全部副职被免，由“一把手”提名人选重新

“组阁”。“组阁”者认为新的班子更团结、有活力
和提高了效率。 （12月9日《新京报》）

云南楚雄州在给基层一把手“组阁”的权
力的同时，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相关配套机
制，来保证权力处于完善的监督与制约之
下。在政治伦理普遍匮乏，在官场道德需要
重建的今天，把权力改革过度寄托于“一把手
组阁”之上，很难让人能够乐观期待。哪怕是
基层权力，也应该处于整个权力体系的理性
运行中，也只有这样，权力才能摆脱可能存在
的人治色彩。 单士兵

耗资千万车站成摆设该谁埋单？
花费上千万元的 14 个 BRT 站点已建好

一年，却迟迟未启用，只成为福建厦门城市主
干道成功大道上的摆设。一位参与BRT方案
前期论证的规划专家，把原因归结于规划论证
的时间太仓促，“从产生想法到拿出方案，只用
了一个月的时间”。（12月9日《中国青年报》）

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一针见血
地指出：“因领导人决策失误带来的巨大浪
费，比装进个人腰包更严重！”最近几年，个
别地方决策失误现象屡屡发生，给地方发
展带来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地方
政府的公信力——厦门投资千万元车站成摆
设，便是最新一例。对此状况，必须加重对决
策失误责任人的惩处力度：应当建立官员决
策终身责任制，不论官员以后在何处任职，只
要因为决策失误造成损失，都要追究相应的
责任。 惠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