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与一基层工会主席聊
天， 谈到工作考核， 竟大叹 “苦
经”： 工会工作千头万绪， 无论
“软” “硬”， 都要量化考核， 即
使没有数据可查 ， 也要有 “实
物” 为证， 譬如各种记录、 笔记
……他说， 工作需要脚踏实地，
认真做了就是， 何必搞些形式主
义的东西呢？

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新
话题， 却又是一个不得不重复的
话题。 党中央今年还印发文件，
要求 “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
主义问题”， 可见形式主义至今
尚未根绝， 甚至成为某些人视为
侥幸 “成功” 的 “捷径”。 承认
这一客观实际， 就应该对此给予
足够的重视和严肃的批评。

同样的课题也摆在工会工作
者面前。

随着改革的深化， 工会的活
动方式也在变革， 许多地方开始
把工作任务尽可能量化并进行严
格考核。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
是一种更严谨的要求。 然而， 问
题的另一方面是， 量化意味着指
标、 统计， 考核标示着进度、 成
绩 ， 这对某些热衷于用数字显

“政绩 ” 的人来说 ， 又是一种
“机会 ” ———干部出数字 ， 数字
出干部。 群众早已总结出 “生动
经验” 了。

应该承认， 现在工会工作中
的考核指标越来越多了： 工会组
建 、 农 民 工 入 会 、 集 体 合 同
签约、 劳动竞赛创效、 职工技能
培训……以及许许多多统计不
清、 也说不清有多少实际意义
的 数 字 、 报表 。 如果上级工会
把这率那率的高低、 此数彼数的
多少作为考核下级工作的主要
依据 ， 就难免会有人为了 “完
成” 高指标， 争取当 “先进” 而
搞数字游戏， 弄虚作假， 看上去
“成就喜人”， 实际上画饼充饥，
对工作， 对职工并没有多少实际
意义。

工作考核是必要的条件之
一， 但不是唯一； 数量能够说明
一些问题 ， 但不能说明一切问
题。 做工作还是要脚踏实地， 要
讲 求 质 量 和 实 际 效 果 。 譬 如
推 行 集体合同制度 ， 从实际出
发， 不图虚名， 稳扎稳打， 即使
签约率不高， 但职工确实受益，
就是实效， 就叫工作到位。 又譬
如 劳 动 和 技 能 竞 赛 ， 如 果 创
收 统 计不搞重复算账 ， “虚报
冒领”， 即使效益有限， 但挤出
了水分， 实打实， 同样是令人骄
傲的成绩。

软任务也好， 硬指标也罢，
归根结底， 工会组织要给职工办
事， 而且要办好、 办实。 搞 “花
架子”、 图虚名， 职工群众就不
买你的账， 你在群众中就无以自

立 。 即使所有的统计数据都是
100%， 也仍等于是零。

整治形式主义 ， 要真正在
“务实” 上下功夫， 从实处着眼、
用实干考量、 用实绩说话， 彻底
铲除形式主义生根接枝的 “土
壤”， 让形式主义问题得到及时
整治。 而有没有形式主义， 基层
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最有发言
权， 所以更重要的是， 在今后工
作中 ， 上级工会要深入基层一
线、 深入职工群众中间， 扎实调
研， 全面、 准确掌握基层的真实
情况， 深入了解基层职工群众的
所想所盼， 从决策制定到执行，
再到考核， 要注重听取基层工会
干部和职工的意见建议， 这是克
服形式主义的必然要求， 也可以
推动基层谋实事、 务实绩。

■长话短说

整治形式主义 ， 要真
正在 “务实 ” 上下功夫 ，
从实处着眼、 用实干考量、
用实绩说话 ， 彻底铲除形
式 主 义 生 根 接 枝 的 “ 土
壤”， 让形式主义问题得到
及时整治。

■网评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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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城市井盖”需要精细化管理

□张刃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干什么、 评什么”， 职称可以个人自主申
报、 社会统一评价、 单位择优聘任， 取得突出贡
献的可破格申报高级职称评审。 这是记者从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发布的 《北京市深
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中了解
到的。 （10月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张淳艺： 新办的手机卡， 刚
启用就收到接连不断的催贷电
话； 注册APP却频繁显示号码被
占用……当手机码号资源愈发稀
缺， “二次放号” 这一盘活资源
的常规手段， 为何给用户带来许
多新麻烦 ？ 解铃还须系铃人 ，
“二次放号” 之困关系到运营商、
APP平台、 用户各方利益， 需要
多方共同发力予以纾解。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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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理滥建巨型雕像等
“文化地标” 现象，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
大 型 城 市 雕 塑 建 设 管 理 的
通知 》 ， 要求将高度超过 10
米 或 宽 度 超 过 30米 的 大 型
雕 塑 作 为 城 市 重 要 工 程 建
设项 目 进 行 管 理 ， 严 格 控
制 建 设 高 度 超过 30米 或 宽
度超过 45米的大型雕塑， 严
禁以传承文化、 发展旅游、 提
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
际 、 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 。
（10月11日 《现代快报》）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
现过一些大型 “文化地标 ”，
在引发争议和质疑以后， 有些
刚刚建好就拆除了 ， 有些则
还没建好成了烂尾工程， 背
后造成的巨大的 资 源 浪 费 ，
让公众倍感心疼 。 然而这些
教训， 似乎并没有被汲取， 所
以这个地方的巨型 “文化地
标 ” 刚拆除了 ， 那个地方的
“文化地标” 又建起来了， 让
人倍感无奈。

建了再拆 ， 不如完全不
建。 要遏制地方滥建 “文化地
标” 的现象， 在笔者看来首先
必须做好三点 ： 第一 ， 不 管
是 政 府 投 资 建 设 ， 还 是 企
业 投 资 建 设 ， 建 设 之 前 一
定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 ，
一 定 要 严 格 按 照 合 法 的 流
程和手续 ， 包括用地、 环评、
科学的规划和设计等等。 在这
个过程中 ， 理应征求有关历
史、 文化专家和学者的意见，
充分考虑 “文 化 地 标 ” 与 当
地 城 市 地 位 、 历 史 风 貌 、
自 然 环 境 等 等 是 否 契 合 ；
第 二 ， “ 文 化 地 标 ” 项 目
在 建 设 之 前 必 须 严 格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进 行 公 示 ， 征 求
和 听 取 公 众 的 意 见 ， 而 不
能 由 政 府 或 企 业 自 己 说 了
算 ； 第 三 ， 对 于 存 在 问 题
的 “文化地标 ” 项目 ， 要建
立事后问责制度， 不管是涉及
到政府部门还是企业， 都要一
查到底， 严肃追责， 以问责促
警示。

□苑广阔

给室外健身器材
拧紧维管责任“发条”

脚踏实地工作 克服形式主义

对滥建“文化地标”现象
必须坚决叫停

李英锋： 如何解决公共室外
健身器材的维护维修问题？ 国家
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10月10日
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表示， 接受捐
赠器材的单位和地方要履行对于
健身器材管理使用的主体责任 ，
同 时 对 一 些 已 经 达 到 了 室 外
健 身 器 材 使 用 寿 命 需 要 淘 汰
的， 要督促各地及时进行清理、
淘汰。 安装普及室外健身器材很
重要， 维修管理室外健身器材也
很重要， 要给健身器材拧紧 “维
管责任发条”。

老人希望居家养老不想住进
敬老院， 子女有心照顾却苦于缺
少时间精力 ， 如何化解这个问
题？ 虚拟养老院或许正在提供一
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早在今年3
月， 国家发改委等23部门联合发
布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大力发展 “互联网+社会
服务” 消费模式， 支持发展社区
居家 “虚拟养老院”。 （10月11
日 《经济日报》）

所谓 “虚拟养老院”， 没有
固定的场地、 设备， 老人仍然分
散居住在家中， 但通过 “政府买
服务” 等多种形式， 为老人提供
贴心的服务。 虚拟养老院虽说是
虚拟的 ， 但服务却是真实到位

的。 老人们足不出户， 就能享受
各种有偿、 低偿和无偿的居家养
老服务。

“虚拟养老院” 让老人的子
女不再有后顾之忧， 可以放心地
投入工作， 于老人自己， 老有所
养真正地落到了实处， 于社会，
以人们身边都看得见的形式， 弘
扬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传
统美德， 有助于尊老敬老爱老在
全社会蔚成风气。 从这个角度，
“虚拟养老院” 的意义 ， 显然已
经超出了老有所养本身。

十多年来， 虚拟养老院在我
国多地推广， 呈现出服务群体扩
大、 服务内容多元、 智能化特征
凸显等特点， 但也面临过度倚重
政府购买、 市场不活人才紧缺等

瓶颈制约， 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对此有关方面认为， 只要政府发
挥主导作用， 全社会广泛参与，
通过盘活市场和人才资源、 推进
智慧养老等方式， 使虚拟养老院

更好地服务社会， 虚拟养老院的
优势及潜力将不断释放， 从而更
加贴近老人的现实需要， 有效地
化解养老难题。

□钱夙伟

以“虚拟养老院”化解养老难题

井盖病害如何界定、 怎么修
复、 修复后又需达到哪些要求？
这些问题都有了统一标准。 北京
市城市管理委等八部门出台 《北
京市地下管线检查井盖病害判定
标准和治理要求》， 将井盖病害
问题细化为10个类型， 并对每类
病害的判定标准、 治理方式及质
量安全要求都作了详细规定。 同
时提出 ， 经过病害治理后的井
盖， 质保期应不少于三年。 （10
月11日 《北京青年报》）

井盖虽“小”，作用却“大”，是

现代城市运行和管理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就拿北京来说，截至2019
年年底 ， 全市共有井盖类设施
335.02万套 ， 包括井盖282.26万
套、雨水箅子52.76万套。这些井盖
裸露于地表， 易受人为扰动和车辆
碾压，随时可能发生丢失、破损、
移位、震响等问题。如果没有一个
高效率、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井
盖管家”进行统筹管理，缺乏统一
的井盖病害及修复治理标准，井
盖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此次北京市专门为井盖问题

立规矩、 定标准， 为各个城市开
了个好头。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数以百万计
的井盖进行精细化管理亦是其应
有之义。 当然， 有此标准还远远
不够， 只有把每一个井盖都纳入
智慧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 通过
即时监测、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及时掌握每一个井盖的运行状
态， 责成管理单位对问题井盖快
速修复 ， 将丢失的井盖迅速补
上， 方能确保每一个井盖设施都
能够安全运行。 □张培元

“二次放号”之困
需要综合纾解

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