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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常 委 分 别 联 系 一 个 县
（旗） 参加指导民主生活会，这
在中共党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也从侧面印证，县级治理在
国家治理体系中分量十足，地
位极其重要。

古 人 讲 “ 郡 县 治 ， 天 下
安”，同样适于当代中国。习近
平总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
指出，“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
国家的兴衰安危”。在他看来，
县一级承上启下，县一级治理
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
而且，县委书记这个岗位非常
重要，最能锻炼干部，“宰相必
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伍”。

现在群众反映强烈的许多
问题，如强制拆迁、环境污
染、不作为乱作为等，不少是
发生在县一级。习近平总书记
当过县委书记，其他常委也有
担任县级领导或其他基层领导
的经历，对中国基层的现实和
实际非常熟悉。习近平在很多
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基层
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
党，首先看基层干部。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

分析认为，县级等基层政
权直接承担着地方公共服务的
职能，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直
接，如果存在不作为、乱作
为、作风恶劣、渎职腐败等行
为，对基层群众利益的侵害非
常直接。现在中央提出“老虎
苍蝇一起打”，对于一部分人
来说，觉得“打老虎”才过
瘾，但对于地方基层群众
来说，他们的切身感受
是 “ 老 虎 ” 离 得 太

远，但“苍蝇”却每天扑面。
因此，在基层群众中流行的一
句话是“上面是好的，下面搞
坏了”。而
长 期 看 ，
基层治理衰
败最终会影
响 到 中 央 执
政的权威，中

央
长 期
存有一份
隐忧：担心基
层治理乱象会侵
蚀 党 执 政 的 群 众 基
础。

分 析 认 为 ， 这
也是习近平为什么
多 次 强 调 “ 执
政重在基层”，

“ 官 之 至 难
者 ， 令 也 ”
的重要原
因。

日前日前，，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前往各自联系点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前往各自联系点，，
出席指导县出席指导县（（旗旗））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县级专县级专
题民主生活会题民主生活会，，是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是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头戏头戏。。

七常委指导的七常委指导的77个县个县（（旗旗），），专题民主生活会专题民主生活会
是怎么开的是怎么开的，，有哪些特点有哪些特点？？七常委的讲话有哪七常委的讲话有哪
些含意些含意？？怎样看待县一级治理怎样看待县一级治理？？改变基层作改变基层作
风风，，与全面深化改革有何关系与全面深化改革有何关系？？观察和思考观察和思考
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哪些启发又给我们哪些启发？？

张广昭 陈振凯张广昭 陈振凯

““郡郡县县治治，，天天下下安安””的的高高端端思思考考——
七七常常委委参参加加县县级级民民主主生生活活会会55点点启启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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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古时候，，人们以人们以““七品芝麻官七品芝麻官””来喻指县令的来喻指县令的
官微权轻官微权轻，，有贬损之意有贬损之意。。其实其实，，当好一县之长何尝当好一县之长何尝
容易容易。。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每与同行谈起，，大家大家
总有一致的感慨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全国30003000多个县多个县 （（编编
者注者注：：多次调整后多次调整后，，现在全国有现在全国有 28002800 余个县市区余个县市区
旗旗）） 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纽结””松动松动，，国家政局国家政局
就会发生动荡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纽结””牢靠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国
家的政令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因
此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县一级工作好坏，，关关

系国家的兴衰安危系国家的兴衰安危。。
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县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社会。“。“麻麻

雀虽小雀虽小，，五脏俱全五脏俱全”，”，中央有什么中央有什么
机构机构，，县一般也有与其县一般也有与其

大 体 相 对大 体 相 对

应的部门应的部门。。县一级工作县一级工作，，从政治从政治、、经济经济、、文化到老文化到老
百姓的衣食住行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无所不及无所不及。。有人说有人说，，
县级工作县级工作，，除了外交活动外除了外交活动外，，国家各项事务无所不国家各项事务无所不
有有。。其实其实，，有时候县里也会遇到接待外宾的事情有时候县里也会遇到接待外宾的事情，，
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外宾比肩接踵而来也是可期外宾比肩接踵而来也是可期
待的待的。。县级领导还得真懂一点外交县级领导还得真懂一点外交。。一个县小则十一个县小则十
几万人几万人，，大则百把万人大则百把万人，，一个决策下去一个决策下去，，其影响非其影响非
同小可同小可，，来不得半点含糊来不得半点含糊。。海瑞在他的海瑞在他的 《《令箴令箴》》 中中
说说：“：“官之至难者官之至难者，，令也令也。”。”此意即最难做的官此意即最难做的官
是县官是县官。。因此因此，，县级领导必须有各方面的县级领导必须有各方面的
知识和很强的能力知识和很强的能力，，否则难以胜任否则难以胜任。。

古人云古人云：“：“宰相起于州郡宰相起于州郡”。”。
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高级
领 导 人 也 都 有 丰领 导 人 也 都 有 丰
富的富的

基层工作经验基层工作经验。。县级岗位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好课县级岗位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好课
堂堂。。现在从事县级领导工作的同志现在从事县级领导工作的同志，，要十分珍惜在要十分珍惜在
岗机会岗机会，，努力学习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积极工作，，刻苦磨练刻苦磨练，，积累经积累经
验验。。

（（编者注编者注：：这篇短文摘自这篇短文摘自《《摆脱贫困摆脱贫困》》中中《《从政从政
杂谈杂谈》》 一文一文。。此文写于此文写于 19901990年年 33月月，，至今仍有参考至今仍有参考

意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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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在七常委联系指导的7
个县 （旗） 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县级常委班子对照检查深入，批评
与自我批评动真格，“下级”敢于当面批
评“上级”，体现了讲认真、动真格的担
当精神。

河南兰考县委副书记毛卫丰批评县
委书记王新军，“你在听工作汇报时，总
认为自己当了 10 多年县委书记，经历
广、经验多，对基本情况吃得透，摸得
准，不让同志汇报完就亮明自己的观
点。工作还没给你说完，马上就打断
了。这就导致有些工作汇报脱离了实
际。第二点，你爱批评人，经常批评
人，不考虑别人的感受。长官意识太
强。”

无独有偶，吉林农安县县长王海英
向县委书记周贺“发炮”，“周贺同志，
你当了一把手，脾气也大涨，影响了班
子 民 主 。 遥 控 指 挥 多 ， 亲 力 亲 为
少”。此外，在云南武定县的专题民主生
活会上，纪委书记当面质疑宣传部长的

“党性”。

在这种正式的公开场合直接批评自
己的“上级”和同僚，对于他们大多数
人还是第一次，这与日常的地方工作特
点非常不同。在以往，“下级”当面批评

“上级”，极为少见，似成一种“禁忌”。
从内容上说，查摆的问题和批评的

现象较具有普遍性，集中体现在“政绩
观有偏差”、“长官意识强”、“对上对下
不一致”，“特权思想严重”等方面。

“政绩观有偏差”具体表现在片面追
求 GDP，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长官意识
强”体现在“一言堂”现象严重，民主不够；

“对上对下不一致”表现在“在乎上级领导
高不高兴，忽略了群众的看法”；“特权现
象严重”体现在公车使用和看病就医等方
面。这说明，“四风”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开展一次教育实践活动极为必要。尤其
对于许多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县委常委们，党内生活历练和经历不
多，这样的民主生活会可以触及灵魂，
引其深思。

“下级”当面批评“上级”

启示1：动真格必须破“禁忌”

“官之至难者，令也”

启示2：县级治理极其重要

“官之至难者，令也”

启示2：县级治理极其重要

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启示3：治理现代化需制度执行力

七常委在参加并指导 7 个县
（旗） 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无不
聚焦于“四风”问题的表现、成因
和危害性，并且都强调专题民主生
活会不能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
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引起群
众反感。这背后掩藏着高层的一份
忧患意识和历史担当。

七常委都深谙历史，善于从历
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当前，中国共产
党虽然面临国内外各种挑战，但最
根本的挑战还是来自执政党自身。
这正是党的十八大为什么突出强
调 “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
原因所在。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作风问题的背后关联的
是人心向背。中国革命赢在哪里？
就赢在人心向背。有分析指
出，中

国共产党已是在和平时期执政 65
年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却比 10
年前、20 年前、30 年前更加突出
了。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一些党员
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出
问题了。在战争年代，没有老百姓
的保护，很可能会没命的。在当
代，有些干部脱离了群众，虽然没
有丧命之说，但这种漠视群众、麻
木不仁的行为，迟早会让党吃大
亏。七常委中的多数都有下乡插队
的经历，这份经历让他们对底层群
众多了一分天然的感情和为民情
怀。

无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层希
望借教育实践活动改变基层政治生
态。概言之，七常委的讲话蕴含着
执政党强烈的忧患意识、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担当。

十八大后，中国社会的最大背景
是深化改革，而作风问题与全面深化
改革息息相关。

历史上，中国执政党开展了多次
整风运动，但始终难以走出“一抓就
好、一放就松”的怪圈。因此，解决
作风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冲破
体制机制羁绊。

一方面，改革必然触及利益，改
革需要勇气和担当。讲认真、动真格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打破“怕得
罪人、当老好人”的大气候是一次突
破，有利于推动改革，落实举措。

另一方面，对群众深恶痛绝的
“四风”问题下狠手，有利于形成共识，突破既得利益，
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群众支持，树立改革的权威。有分
析认为，这也是十八大后，中央为什么从作风切入，拿
作风开刀的重要原因；古代“商鞅变法”徙木立信，教
育实践活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同样是为改革立信。

有分析认为，用解决作风问题倒逼全面深化改革，
用全面深化改革为彻底解决作风建设怪圈创造机遇，彰
显出新一届领导层的高超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

正视脱离群众风险

启示4：反“四风”是历史担当

从作风切入，

拿作风开刀

启示5：作风建设

为全面深改立信

5月 9日，习近平在
河南省兰考县出席指导
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链接：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七常委联系点

习近平 河南兰考县
李克强 内蒙古翁牛特旗
张德江 福建上杭县
俞正声 云南武定县
刘云山 陕西礼泉县
王岐山 山东蒙阴县
张高丽 吉林农安县

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的核心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保持的优

良传统，是保证党组织肌体健康
的重要武器。在当前提出以“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改革
总目标之一的背景下，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意义更加凸显，它有利于解决地方部
分存在的制度执行力差的现象。

国 家 治 理 体

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
现。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
近平等几代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无论是党内还是政府的制
度化程度，均有巨大提高。治理国家，制度很重要，然而，
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即制度执行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
挥作用。客观地讲，目前中国部分地方政府把制度当“稻草
人”摆设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有效解
决，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梦，将很难实现。

对于这一执政命题，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着自己的清晰
认知和研判。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地方主政时，就曾敏锐地指
出：“现在执行制度难，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当‘老好人’，
不愿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

讲关系，甚至批评也变成了变相的表扬。” 在他
看来，当“老好人”和批评不

得，是个人私

心杂念在作祟，制度的执行
力、政府的效能就会堪忧。如果
现行制度都没执行好，再制定新
的制度，也只能是形同虚设，牛栏
关猫。换言之，制定制度很重要，但
更重要的是执行制度。

分析认为，如果这种动真格开展批
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对
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制度执行难的顽疾，将
是一剂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