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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不仅要接过权力，更

重要的是接旧账、接责任、接发展。

在笔者看来，新官要理好旧账，要备

“三把刷子”。

第一把刷子，要有敢为人先的鲜

明态度。不管新事、旧事，都是老百

姓的事，都是群众所盼、党之关切。

因此，每位新官要有敢为人先的气

魄、敢于碰硬的钉钉子精神，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的胆气，把工作衔接

好、把遗留问题解决好。

第二把刷子，要有方法得当的过

硬措施。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一

个长久的过程，必须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相互搭台，才

能好戏连台。从某种程度上，从“理

旧账”入手，烧好“三把火”，还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把刷子，要有拿得出手的新

作为。在“旧账”的处理上，要有拿

得出手的实绩，对真正解民忧的旧

账，要倒排时间表尽快解决；对不利

于群众生产生活的旧账，要坚决纠

正；对于因条件所限暂不能解决的，

要向群众说清楚，并在时机成熟时，

抓紧解决。

新官理旧账要备“三把刷子” 杨晓东

“新官不理旧账”现象的出现，

主要原因有：

其一，官员不敢担当。“新官”

走马上任，不仅是官职的接替，更是

权力与职责的转接。继任者对前任遗

留的各种旧账“不理不睬”“掩耳盗

铃”“懒政不想理”，显然是不敢担

当的表现。

其二，官员不正确的政绩观作

祟。“干满一届是熊蛋，两年有效是

水平，三年挪窝有能耐。”新官在这

种政绩观的引导下，热衷上大项目、

大工程，一门心思琢磨干“出彩的

事”，希望产生轰动效应从而捞取升

迁资本，对前任旧账根本无暇顾及，

更“怕”惹一身“麻烦”。

其三，官员考核、审计体系不完

善。一些官员自恃所作所为都是“为

公家办事”，不顾政府举债比例、数

额界定，随意负债铺摊子、上项目，

不担心会被问责惩戒。

可见，新官不理旧账，关键还是

缺乏完备的政绩评价考核、审计体系

和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缺乏对

官员政绩考核的连续性，由此导致地

方政府单纯对GDP负责，而对一些民生

福祉的“旧账”漠不关心。

“新官不理旧账”背后的政绩情结 郑端端

短评

“合同刚签了，书记换人了；投资到位了，又说不干了。”“新官不理
旧账”“后任推倒重来”，让企业利益受损、政府信誉打折，一旦形成风
气，往往让当地背上失信恶名，拖累经济发展。

（来源：新华社）

“新官”为什么热衷于“上任三把火”，不理“旧官”的发展思路以及
政策的连续性？一些主政官员履新后要宣示权力、施展个人政治抱负，是一
种习惯，也是人之常情。还有，官员政绩考核跑偏，貌似设了许多指标，但
最终都简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GDP。

（来源：《京华时报》）

涂”，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的信

奉“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于

是一味在GDP等数字上做文章、“玩游

戏”；有的好大喜功，迷恋“面子工

程”“马路经济”，于是热热闹闹搞

“造城运动”；有的热衷打造个人威

望、树个人形象，于是今天提这个口

号，明天换那个口号，搞张书记种树、

李书记砍树，还炮制眼花缭乱的新名

词、新概念，等等。这些事情既没任何

意义和价值，又让老百姓反感和厌恶，

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对于不可为之

事，重要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名利观

和政绩观，学会算大账而不是一味算小

账、看长远而不是一味看眼前、装着群

众而不是一味装着自我，这样，心里头

才会亮堂，才不会不可为而为之。

为官从政，对自己要做的事情，要

心里有谱、脑里有弦，想清楚、弄明

白，哪些事可为，哪些事可不为，哪些

事不可为。可为之事全力做、可不为之

事量力做、不可为之事决不做，这是当

下难能可贵的一种清醒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