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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推行时，大家有点抵

触，认为基层的工作本就纷繁复杂，

还要写日志，真是瞎折腾。”官渡区

六甲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张蕾告

诉记者，当写日志形成习惯后，她发

现工作日志好处很多。“每天跑了哪

些社区，干了什么工作，解决了哪些

问题，为群众作了什么承诺，一目了

然。为自己保留了工作痕迹，还是

写工作汇报或总结的好素材，十分有

用。”张蕾说。

“更重要的是，工作日志还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干部。”官渡

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科科长

常吉星告诉记者，工作日志将干部

们每天的工作记录得很翔实，有据

可查。

2015年3月4日，官渡区彩云

北路1502号东盟联丰农产品商贸中

心发生了一起重大火灾。在灾后处

理中，调查人员从一名科级直接责

任人的工作日志中发现，该干部曾

于2015年2月，先后3次对事发农

产品商贸中心进行过全面安全生产

检查，并发现了火灾隐患，还下达

了整改通知。然而就在他准备再次

督查整改进度时，火灾便发生了。

由于工作程序合规合法，预防工作

通过其工作日志有据可查，这名干

部受到了保护。

晒日志  有效克服懒政怠政

走进官渡区小板桥街道办事

处，在门口最显眼的一块展板上，

粘贴公示了该办事处24名干部上

一周的工作日志。每一份日志中，

不管事项多少都被记录下来，时间

精确到了小时、分钟，工作地点、

具体事由、解决和推进进度一目了

然。该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建勋

告诉记者，干部职工把工作日志

晒出来，既让班子能更好地掌握

各人的日常工作动态，也有利于

全面了解和监督各项工作推进情

况，省去了大家对每项工作的汇

报程序。同时，每个人都能看到

别人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能

起到互相学习和监督的作用，有

效克服了懒政怠政。

工作日志不是写写就完事，

官渡区要求领导干部对日志进行一

周一公示，一周一汇总。要求各单

位统一于每周一前，将上一周的工

作实绩在本单位公示栏进行公示，

形成纵向、横向比较和互相监督的

机制。同时，区委组织部设立了专

门的举报电话、群众意见反馈渠

道，接受干部群众对不写、不如实

填写工作事项等行为进行举报和监

督。区委组织部还会同区纪委等部

门开展随机调研和专项抽查，对领

导干部的工作日志进行监督跟踪。

工作日志刚开始推行时，有

些领导干部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态，

从周一到周五就写一两句话：在办

公室解决群众诉求、在某某社区督

查某某工作。当碰到这样的工作日

志，单位一把手便拒绝签字：据反

映，你某一天不在办公室，处于脱

岗状态，我无权给你签字确认你的

日志是真实的；有社区干部把电话

打到区委组织部举报平台：某某在

日志中写到，他某月某日到我社区

开展工作，但当天他并未在我社区

开展任何工作……“各级干部把日

志晒出来，并且必须签上单位一把

手的名字，这些不真实的工作情

况，或者是懒政怠政的情况就很容

易被戳穿了。”常吉星说。

评日志  激励干部踏实有为

据介绍，除了写日志、晒日

志，该区还对工作日志进行实实在

在的考评和使用。

首先，区委组织部依托官渡

区政务网络，研发了干部工作日志

网络评价考核系统，将干部通过日

志晒出来的实绩与考核考评机制相

连接。由各单位一把手对本单位领

导干部和职工的工作实绩进行汇

总，每半年向区委组织部进行一次

汇报，并由组织部将其发布到网络

评价系统公示页面，在全区进行公

示，工作日志和工作实绩在系统保

存1年，作为接受举报、监督和干

部考核评价的依据。同时，在考核

评价时，组织部门通过随机调研、

走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干部的平时

工作状态，验证其晒出来的工作日

志和工作实绩，以此对干部的个人

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勤政廉政等

“隐绩”进行考核测评。

其次，官渡区还将工作日

志看做是干部干事创业的“成绩

单”，作为选拔和培养干部最直

接、最原始、最具体的参考，与干

部能上能下有机结合起来。每年，

区委组织部将工作日志测评得分进

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后，按照得分对

领导干部进行先后排名。对排名靠

后、工作落实不力、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不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

行公开通报，并约谈班子主要成员

和有关领导。对不作为的干部，作

出组织约谈、函询、调整使用和问

责处理。而对得分高、实绩突出、

德才兼备的干部则积极提拔使用，

实现干部能上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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