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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早就盯上了“为官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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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混日子不胜任要被召回
中组部年度重点研究干部召回制：

贵州黔西南州试点 已有上千干部被召回

●兴仁县县委书记郭玉海家里
不大平静。由他主导的在全县推行
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让包括
其爱人在内的干部职工倍感压力，
二人常常在家“辩论”。“现在单位人
人都是监督员，不要说上班偷懒，就
是迟到一分钟都不行，有点过分。”
爱人说大家有这样的抱怨。郭玉海
回答：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在党员干
部中形成震慑，不作为就要被召回，
对谁都一样。

●安龙县戈塘镇政府大门右侧的
电子显示屏上，配有标准照片和具体
工作职务的 10 名被列入“红榜”的“干
部之星”和 6 名被列入“黄榜”的干部
格外吸引眼球。连续 3季度被评为“干
部之星”的年轻干部唐永胜表示：“荣
誉是肯定更是鞭策，对待工作更加不
敢掉以轻心。”第一季度“黄榜”干部张
兴形容自己的变化：“工作再也不敢吊
儿郎当，整天都在琢磨怎么干事、干成
事。”

●贞丰县文化体育旅游和广播电影
电视剧一位工作人员在全省教育实践活
动电视电话总结会议召开时，在会上打瞌
睡，违反了会议纪律，被县纪委通报批评。
根据召回管理的相关规定，被召回管理，
责令其离岗接受为期 4 天的集中教育学
习。
●201 0 年调入兴仁县史志办任副主任

的熊忠卫，由于对史志工作认知不多，学习
提高不够，工作成效不明显，2014 年 9 月被

召回转岗，通过集中教育后，在转岗时主动
放弃离县城较近只有 10 分钟行程的民建
乡，到离县城较远行程 1 个多小时的回龙
镇工作。
●黔西南州人社局计财科工作人员小

杨，最近心情也不顺。单位实施的第一批不
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中，她是其中一员，
培训完被转岗到下级单位。“过去纪律观念
不强，上班自由散漫，现在动真格了，不认
真干只能垫底。”

《人民日报》早就盯上了“为官不为”的
现象。该报评论版《大家谈》栏目根据读者反
映，推出的系列讨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共收到投稿邮件 120 多封，后续刊出 5 期共
12 篇文章。

第一组：“软钉子”也能把人心扎出血。 三
篇群众来稿，形象地呈现了“软钉子”样态，分
别是：“办事人出去办事了”“字小、话繁、术语
多”“‘意思意思’动作快”。 这些都是广大读者
网友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恼心事”。（详见《人
民日报》2015年 1月 20日 05版）

第二组：“软钉子” 源于转作风不到位。
剖开一种现象的成因比认识到这类现象还
重要，让两位作风建设的“当事人”来参与讨
论。 一位来自地方政府，另一位是研究党建
的学者，他们对“不作为”现象曾做过专题调
研， 分别是：“要让事好办 先得肯办事”“划
出权责边界 加强日常考核”。 （详见《人民日
报》2015 年 1 月 22 日 05 版）

第三组：拔“软钉子”要下“硬功夫”。“庸懒
散浮拖”这类现象，本是老问题，也是新难点。

这组稿件让对作风建设负有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的两位基层书记， 从他们的实践体会中，
分享治理的妙招，分别是：“拔‘软钉子’当横下
一条心”“治‘为官不为‘要刚柔并济”。 （详见
《人民日报》2015年 1月 27日 05版）

第四组：拔“软钉子”要在制度上使劲。
这类现象，专家学者怎么看？ 三位专家分别
从行政责任、程序制度、基层治理的角度，谈
了“软钉子 ”的内在成因 ，分别是 ：“别光在
‘脸好看’ 上做文章”“用程序压缩 ‘为官不
为’空间”“‘深层作风建设’不可忽视”。 （详
见《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2 日 05 版）

第五组：跳出作风建设看“软钉子”。 “软
钉子”属于典型的为官不为，但也有另外一
面。比如一位记者曾花了一个月调查为官不
为问题，想揪出几个“典型”而不得，应该从
更大视野审视“软钉子”滋生的机制土壤。 还
有些观点如：“真正落实 ‘三张清单’”“我对
‘拔钉子’有信心”。 （详见《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11 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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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召回的干部

■反响

县委书记为“召回”“家辩”

■■资资料料配配图图

对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痛批的“为官不为”问题，
中组部已将该问题的防治作为今年重点调研课题。据新华网 4月
13日消息，基于地方试点经验，中组部已着手开始系统研究“不胜
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
为治理懒政庸政，贵州省黔西南州从去年开始尝试推出“不胜

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至今年 2月已有 1334 名不胜任现
职的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 59名。在召回后的集中培训
阶段，黔西南州有的单位甚至组织“召回干部”军训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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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任干部最严重者将被辞退
兴仁县是黔西南州首个试点干部

召回制度向懒政问责的县份。
据黔西南州政府网公布，兴仁县

共为“不胜任现职干部”划定 12 种情
形，包括工作不思进取、不谋干事，不
作为、怕作为、乱作为，以及在单位或
领导班子中闹不团结、拉帮结派搞内
耗，办事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等
等。

对于这 12 种情形的不胜任现职干
部，兴仁县在召回后，组织为期 2 天的
集中教育、其后安排为期 1-6 个月的
重点项目建设或中心工作进行跟踪考
察，如果跟踪考察不合格的，则将采取
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乃至辞退
和解聘等方式进行组织处理。

截至目前，兴仁县的这一做法已在
黔西南州全面推广。

召回后集中教育阶段要军训
干部召回后，怎样进行集中教育？黔

西南州人社局官网显示，2014 年 10 月
20 日，该局首批 6名被召回干部的培训
班开班。开班仪式打出“向惰政宣战”的
标语，所有参加培训者都身着迷彩服。据
介绍，在为期4天的封闭式培训中，包括
有为期一天的军训；此外还包括学习《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相关规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电影《焦裕禄》等。

其他若干县有关集中教育的公
开消息则显示，军训也并非“必选项
目”，但各地共同明确的一点是：集中
教育期间的费用，由不胜任干部本人
承担。

不胜任召回制度被中组部看中
《黔西南日报》13 日报道称，黔西

南州的这一尝试，已被中组部党建研究
所和贵州省委组织部组工干部学院列
为 201 5 年重点课题系统研究。

报道介绍，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已将
《防治“为官不为”问题研究》确定为
201 5 年度重点调研课题，黔西南州则
主要承担子课题《防治“为官不为”具体
对策研究》的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
此前，组织部门在任命干部后，干得
好的给予提拔、干得不好的却拿他没
办法，“干部水平平庸、能力不够，或
者懒政惰政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
算违纪犯错误。”许耀桐说，“不胜任
现职召回制度”为此类干部的管理提
供了办法，打破了干部能“上”不能
“下”的局面，“不胜任被召回是丢脸
的事情，任何一个有上进心的干部都
会因此受到刺激和触动，而对能力不
足者再组织培训和调岗，也是对干部
的终身负责。”

贵州黔西南州尝试“召回”不胜任现职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