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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不理旧账”并非新问题，但近年似有蔓延之势，给经
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恶劣影响。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特别强调，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
“新官不理旧账”。

从2016年到今年年初，我省各级党委政府集中换届，一大批
领导干部走上新岗位。那么，新官该怎么理旧账？本期我们与您
一起探讨。

编者的话

新官怎么理旧账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新官”上任伊始，都自然会思考

“干什么”“怎么干”，谋划自己

的“三把火”。然而，这“火”该

烧什么、怎么烧，哪些事情可为或

可不为或不可为，无论是“新官”

还是“旧官”，都应该想清楚、弄

明白。

管理学上有个著名的三圈理

论，它构建了“价值”“能力”和

“支持”三要素分析框架，三要素

分别代表三个圈，三圈全部重叠的

那部分，属于既有价值又有能力，

并且能得到各方面支持的事，这样

的事可为；只有两圈重叠的那部

分，则可不为，或可以暂时不为；

而三圈根本不交叉重叠的那部分，

则属于不可为的事。三圈理论给了

我们颇多启示。

可为之事当全力去做，这是一

种责任和担当。在千头万绪、纷繁

复杂的事情当中，哪些事是可为之

事？不少干部未必搞得很清楚，而

有些干部虽然搞清楚了却不愿、不

敢和不善作为。现实中，有的热衷

于做一些显山露水、“贴金露脸”

的事，对老百姓呼声高、诉求大的

民生实事提不起劲、来不了神，甚

至对老百姓急着等米下锅的事，竟

然“你急他不急”，好比大象屁股

推不动；有的计较于自身的利益得

失，对那些利长远、动筋骨的改革

创新，缺乏动力、不感兴趣，“一

等二看三通过”，甚至或明或暗地

“软抵制”；有的满足于喊口号、

提理念，对那些“深水静流”悄无

声息诸如环保、生态建设等事情不

冷不热，等等。干部、干部，干事

为第一要务；干部、干部，干事才

有进步。要干事，就得全力去干那

些既有意义，又有能力，并且得到

最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拥护的事。

没有意义的事不必做，没能力办

到的事无法做，得不到最广泛支

持的事做不成，只有这三个要素

都具备了才真正可为，并且要既

坐诊又号脉、既出工又出力，在

有为中有位。

可不为之事当量力去做，这是

一种清醒和自觉。孟子有句名言：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范晔在《后汉书》中说：“然则有

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世

上之事，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

为或一时不为并非不能为，实乃一

时的条件不成熟、不具备，倘若硬

着头皮勉强为之，则必定事与愿违

或事倍功半。这些年，一些地方接

连不断出现被群众叫停的项目，从

一个侧面说明可不为的一些道理。

有的人总是片面地认为只要“有价

值”又“有能力”就可以脑袋一拍

干起来，不管也不顾群众的意愿，

还美其名曰：看准了就干。有的虽

然老百姓有需要，客观上也有必

要，但自身条件不够，能力有限，

却迷信“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硬搞“霸王上

弓”，盲目蛮干、硬干，结果造就

了不少“僵尸项目”“烂尾工程”

等等。做事情，不能只凭一腔热

血，或只顾一厢情愿，有时候，有

些事情条件不具备、不成熟和不到

位时，不妨暂且缓一缓，不可操之

过急，有时“慢下来”也不失为一

种良策。要“跳起来摘桃子”，既

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特别

是要关注最广大老百姓的哭与笑，

这是可为与可不为的“指挥棒”。

不可为之事当坚决不做，这是

一种意志和定力。作为党的干部，

不可为的事很多，从大的来说，违

背党的主张、触犯群众利益、违反

党纪国法等底线的言行都是毫不含

糊决不可以为的事，这里的不可为

主要是就做事而言。没价值去做、

无能力去办、群众又不支持去干，

这“三者”都不沾边的事自然不可

为。然而，这简单明摆的道理，在

有些人眼里就是“揣着明白装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