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2024·01

先锋论坛

为民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当下，随着第二批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推进等工作重点，

听民意、访民情、解民忧，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一线，推动民生事项落实，获得群众

的点赞。然而，部分党员干部在为民办实事时，也存在“心急想吃热豆腐”“过度包装”

等情形，对群众所思所盼研究不深、落实不细，“眼睛向上看、脚掌不着地”，想当然地

制订为民办实事计划，只注重部门所能，而非群众所需，使为民办事成效打折扣，产生

“注水”现象。

笔者认为，要了解民意、顺应民心、汇聚民智，挤干为民办实事工作推进过程中的

“水分”。

一要挤干调查研究的“水分”。调查研究不能搞“观景式”调研，明明事情解决得差

不多了，还煞有其事地搭棚彩排，一切就绪只待东风；也不能搞“闪电式”调研，还未了

解掌握基本情况就急于制定方案、划分责任、倒排工期……要在深入一线、化解矛盾的基

础上推动民生项目落地。

二要挤干工作措施的“水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为了显示工作措施手段

多元化，无论是否管用和适合，先按套路程序走一遍，等发现走不通的时候，再换另一套

方案，这样不仅劳民伤财，还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要结合问题产生原因和群众关切，有

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不能总想着找先例、看样本，借助老经验解决所有新

问题，凡事都想着依葫芦画瓢，最终忙活了一阵子，问题依然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要挤干宣传推介的“水分”。不能为了体现成效、营造氛围，过分夸大具体民生事

项取得的成就，甚至项目未结宣传先行，让群众产生心理落差。要透过问题表象深入剖析

问题实质，从解决小问题入手，推动大问题研究；从个案问题分析，取得一类问题突破，

既注重解决当下，又充分考虑长远，杜绝“半拉子工程”。在宣传推介经验做法的时候要

言之有物，不添枝加叶、浓妆艳抹，去掉“滤镜”，保持“素颜”，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变化。

为民办实事切勿“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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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中，有部分单位在检视整改时，将一些无关痛痒、鸡毛蒜皮的

问题列入整改清单。这种避重就轻、拼凑问题的做法，须及时纠正。

应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查找班子和个人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在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的根本性、

关键性、重要性问题。认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以及巡视巡察、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逐个列出问题清单，从政治、思想、能

力、作风、纪律等方面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从根子上找原因和差距。

检视整改问题不能走过场，不能有蒙混过关的思想，更不能有简单拼凑的做法，既要

考虑所查找问题的深度和代表性，也要考虑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果。对查摆出来的问题，

要逐项制定整改措施，能改的马上改，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实事求是，尊重事物发展规

律，因地制宜明确具体措施、整改时限、责任分工、常抓不懈、一抓到底。对于“表现在

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难点问题，以及靠基层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据实上报，形

成“上下联动整改清单”，上下配合推动问题解决。用解决问题的实效和推动发展的成

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