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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准确理解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要敢于发现问题。在现实中，把指示、部

署和你在岗位上所发现的问题结合，会出现与上级要

求或预料不一致的情况。一些上级面对这样的“不一

致”，会认为是下属不用心、不尽心，甚至是有意找

茬，从而会小看、批评和甚至惩罚下属。而下属出于

自我保护则往往不敢去发现问题，只能像鹦鹉一样，

上级怎么说自己也怎么说，而不是去做，这样虽然避

免了“不一致”，但也就谈不上执行了。正确的方法

是：接到指示与部署后，努力原汁原味地掌握，既领

会其内容，也要理解其前因，判断其后果，尽力避免

这种“不一致”发生。一旦“不一致”不可避免地发

生了，要尽可能地尝试着与上级沟通，使上级明白这

种“不一致”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自己不用心、不尽

心的结果。

二、善于发现问题。简单说就是把上级这一次指

示与部署中所包含的希望、要求和标准拿来与上级对

你一贯的希望、要求和标准比较，甚至与上级给你下

达指示与部署的惯例比较。通过比较，总是能够发现

一些不同。再把这些不同与你的实际分析结合，就能

够发现问题了。不能发现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不

会比较和结合自身实际。二是已经比较和结合自身实

际了，还是发现不了问题，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深入实

际不够，对单位、组织不够了解，或者学习力不足等

方面。

三、深入思考问题。这是准确理解必不可少的

环节。具体为：发现问题并不断地追问与反问造成问

题的原因，一定要追到底。我们会说：办法总比问题

多。可是在解决问题时，往往又会头脑空空，没有办

法。其实，这就是思考问题不够深入所致。追问与反

问到底，自然就会有办法了。如果追到底还是没有办

法，那么“没有办法”就是办法，关键是要确定是否

追到底。

四、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准确理解到了这一步，

一切都水到渠成了。围绕思考的结果，运用自己的

方法行动，这些方法包括自己的经验积累和对别人经

验的感悟等，必要时也可以求教于别人。要避免的错

误。一是不理解。比如：领导的指示或部署刚一下达

就向领导提问：我如何办？我要怎么办？我该怎么

办？而不是积极按上述步骤去理解并行动。二是曲

解。主要指按自己的喜好和愿望，而不是按指示或部

署本身的规定性去理解。

 养成良好的回报习惯

养成良好的回报习惯对执行者而言意义重大，回

报和汇报的区别在于，回报是一种习惯或是回报者的

一种良好职业素养，而汇报是制度安排（规定）或者

是上级的要求等等。这里所讲的回报可以补充汇报的

不充分性，解决分工协作与授权情况下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进一步提升执行力。通过回报可以让上级知道

你在执行，同时上级还可发现你的执行是否有偏差，

以便及时进行处理。对下属而言，通过回报，可进一

步理解上级的意图，从而保证执行正确。

要养成良好的回报习惯，应做到以下两点：

一、对上级安排与部署的每一件工作，要从理

解、设想、入手点、进行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每个环

节（重要与不重要的）、执行结果、对结果的体会都

源源不断地向上级进行回报。在这方面，容易犯的错

误是：自作主张地设想某些内容和环节是重要的，并

且主观地认为上级只听这些重要的内容和环节，于是

就只回报这些。要知道你不是上级，你认为重要的可

能在上级那里很一般。这样，轻则使你的此次回报不

成功，重则可能导致上级对你的误会，比如：上级认

为你回报避重就轻，选择性回报等。这样的做法只有

类似的任务完成多了，回报也多了，与上级经过一定

时期的磨合，自己认为的重要与上级认为的重要重合

了，方才可行。

二、一定要把回报习惯看做是良好职业素养的构

成部分，甚至看做是自己的职责和本分。信任下属，

能够放手让下属去干的领导被看成是一个好领导。在

实际中，正是这个好领导，往往使部分领导在面对回

报时会对下属说“你放手干吧，不用汇报”“我非常

信任你，你做就行，不用汇报”“我只要结果，不用

多言了”等等。面对这些，作为下属，你一定要仔细

分辨与斟酌，但是有一点要记住：分辨与斟酌的目的

不是不回报，而是为了改进，以便更好地回报。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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