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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择贵州省册亨县 256 名基层干部进行基层干部的心态开展专题调研,并以此作为样本,从而展现当前基层干部

的心理状态,并据此提出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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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全新的时期,基层干部

在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也相对较多,长此以往使其心理压

力增大。为了有效保证改革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充分了解

基层干部的心理状态,并对这类问题实行有效的处理。 

1 贵州省册亨县基层干部心理状态较好 

在基层干部个人生活满意度调查中,平均满意度达65%。

在区域经济工作满意调查中,基层干部的平均满意度为

62.4%。在工作状态上,基层干部整体保持着良好的工作面貌,

近一半的基层干部工作状态积极主动,近 35%的基层干部能

够认真完成工作内容,但不会过多地思考问题。面对较大的

工作压力,基层干部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回答工作

压力感受一题时,6成以上的基层干部表示有压力,但亦能感

受到乐趣,16%的基层干部选择将工作作为实现理想的重要

平台,并表示会尽自己 大的能力完成工作任务。 

在调查中还发现工作压力受心理状态影响的基层干部

多为 30-40 岁的科级或科级以下干部,这些干部绝大部分为

本科及以上学历,这种压力的产生与性别无较大关系,而与

部门同群众的联系密度有关。 

2 贵州省册亨县基层干部心理状态的问题分析 

基层干部心理压力的来源较多,调查显示,在对生活中

所遇到的 大问题是什么的回答当中,近 40%的基层干部表

示工作执行的压力较大；17%的人表示社会风气不佳,担心受

骗,也担心自己的家人会受到影响；15%的基层干部表示子女

的教育需要投入大量经费,难以承担；14.1%的基层干部表示

住房条件不佳,无法购买住房。而干部的心理压力则主要来

自于工作任务压力、升职的压力、社会负面的影响以及重大

的突发事件。 

基层干部非常重视心理健康,同时也希望能够加强心理

疏导机制的建设。在调查干部心理素质普遍状态时,63%以上

的人表示处于亚健康状态；5%左右选择了不健康；30%左右

的基层干部选择了比较健康；只有不到 4%的干部选择了很

健康。且在亚健康的基层干部中,女性明显多余男性,科级干

部要比其他级别干部的心理疲劳度更高。虽然基层干部已经

开始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是还是没有形成非常强烈

的解决问题的动力。 

另外,调查显示,在心理状态不佳时,大部分人选择转移

注意力、顺其自然或者倾诉和记日记的方式来排解压力,只

有不到 3%的人会选择到医院就诊或找心理医生咨询。再者,

干部不满足于自身发展,对升职没有信心也是主要的压力来

源。在个人发展机会满意度调查中,满意度没有超过 50%,接

近 38%的基层干部选择一般,10%的人选择不太满意,4.3%的

基层干部选择很不满意,其中多为女性干部,且其中的科级

干部占到了 65%左右。 

很多基层干部对自己的升职没有信心,有 26%的基层干

部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升职；42.8%的干部认为只要工作

中不出现重大失误就算完成任务,不在乎自己是否升职；11%

的干部表示对升职没有兴趣；还有一部分干部认为升职的环

境不够公平,经常处于焦虑和抑郁情绪当中。 

3 基层干部出现心理状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社会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当前,社会的外部环

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很多基层干部都出现了较为明显

的焦虑情绪。社会新常态背景下,贵州省册亨县的经济发展

速度并不是很快,而一些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而产生的附加问

题也逐渐显现,其成为工作中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这也

就加大了工作的难度。此外,为了满足跨越式发展的基本要

求,贵州省册亨县将战略转型提上日程,并提出了“建设生态

文明县、打造册亨绿色品牌”的发展战略,明确了今后五年

“打赢六个攻坚战”的任务。而对此,部分基层干部还无法

适应,因此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焦虑情绪。 

其次是无法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现阶段,反腐倡廉

工作呈现出持续走高的态势,为此建立了十分严格的责任追

究制度,对干部提出了诸多的规定和要求,但一些基层干部

无法按照新的要求执行工作任务,进而在工作中逐渐失去自

信,出现了明显的身份焦虑情绪。 

后是不完善的干部制度使基层干部处于弱势。现如今,

干部制度并不十分健全,同时基层干部在日常工作中也会时

常处于弱势地位,干部因此会产生一定的畏难情绪。尤其是

干部管理制度建设中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滞后现象,内容也

不够全面,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故而

一些基层干部在涉及到个人利益的问题时,为了保护自己而

出现了不作为的情况。 

4 贵州省册亨县基层干部心态与情绪调整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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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贵州省册亨县通过县委党校的干部培训班开设

《干部心理调适》、《干部心理素质提升》等专题、开展干部

心理素质专题研究等,为基层干部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的同时,

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干部心态和情绪调整的有效方法。 

4.1 以理性思维控制情绪 

理性情绪治疗法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调节情绪的方式。一

般情况下,人们认为心情不好主要是因为诱发事件,而一些

研究人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其主要认为个人的意念和思想

是人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而诱发事件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改

变的,所以我们需转变自己的意念和思想。 

例如：小张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自己的部门主任,并向

部门主任打招呼问好,但部门主任并没有理睬他,小张回家

后陷入焦虑之中,反复想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自己哪里

得罪了部门主任。第二天上班后小张见到部门主任就会紧张,

工作上也不够专注。而小李是一个乐观的人,小李在遇到这

种情况时,会考虑到可能经理当时在想其他的事情,或者因

为其它某些事情心情不太好。以上两人面对的是同一个事情,

但是积极的人就会朝好的方面想,而消极的人则会朝着事情

不好的免方面想, 终两人的心情就会迥然不同。 

所以说积极的情绪调节是 为简单的解压方式,也就是

说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决定了一个人的心情,所以若基层干

部能在日常工作中多想事情好的一面,用自己的理性来化解

不良情绪,就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4.2 关注事物的积极面 

人本原则中,无条件正面关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说,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和事都要看到事物积极的一

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关爱自己,善待他人。因此基层领

导干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应积极地进行自我肯定

和表扬。无论是在自身工作中,还是与其他同事或群众的相

处当中,都要努力看到别人的闪光点,相互借鉴和学习,不断

完善自身,如果在工作中大家互相看不顺眼,过于关注别人

的不足,就会营造出一种相对紧张的工作氛围,戒备心也会

比较重,不利于基层干部日常工作的顺利开展。 

4.3 放松心情,舒缓压力 

放松心情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深呼吸,基层干部在

汇报工作或执行工作的过程中若出现紧张情绪,可在执行或

汇报工作之前进行深呼吸,则内心的紧张感就可得以减轻。

另外放松肌肉也是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有效方式,从头到

脚逐渐紧绷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将肌肉放松,循环往复几次

之后,紧张感就会有所释放。或者也可采用冥想的方式,在自

己的大脑中可以想象一些比较美好的画面,以及自己一直都

很想实现的愿望,这些想法会给人以轻松的心情和较好的精

神状态,从而起到舒缓压力的作用。 

4.4 化压力为动力 

每个人都有情绪,而每一种情绪都会释放出一定的能量,

将这种能量引到正确的方向,充分体现其创造性和建设性,

就能够全面的展现出基层干部对他人,对自己以及对社会的

积极影响。 

比如,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并

努力学习金融学, 终成为了一名知名的女银行家,她在面

对丈夫的背叛和未出世的孩子时,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自

力更生,努力学习,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了自己辉煌

的未来。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基层干部在日常工作

中不应惧怕困难,只有将自己的失败和悲痛化为动力才能真

正成长与蜕变,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优秀

的人。人在年轻的时候难免受挫或遭遇失败,但是要有直面

失败和挫折的勇气,尤其是基层干部,只要能够从过往的工

作中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能够迎来工作的全盛

时代。 

5 结语 

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需要解决诸多的问题,因而其需要承

受较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必须要重视基层干部的心理状态,

对其心理上出现的问题,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调节,这样

才能让基层干部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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