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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有钱”就不会干工作的误区

我们一些基层的干部面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在不知

不觉中养成了“谈条件”的习惯，工作开展前常常爱问

一些关于“钱”的问题。比如，上面给多少钱、没有误

工费他们不来开会、没有钱说着他们也不听等等。分析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基层干部多年来所从事的

工作有一定关系。一些干部因多年从事试验示范项目、

技术推广项目、扶持性建设项目等与政策补贴有关的工

作。对钱从什么地方去筹的问题经历的少，什么工作都

习惯性地等着政府买单。从而慢慢养成了一套习惯性的

工作方式，即“当官做大老爷的工作方式”。他们只知道

按既定参数搞验收，验收结束兑补助——就是要求老百

姓或管理服务对象，按一定的标准搞建设、搞养殖、搞

种植等等，验收通过后给予享受补助政策。许多纯朴的

老百姓为了能享受补助政策，总会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对工作人员言听计从。而我们一些干部几年工作下来，

便对“这种权力光环下被他人尊重的感觉”产生了成瘾

性。有的还长时间“成瘾而处于麻痹状态”，全然不知

“狐假虎威的帽子正悄然落到自己的头上”。甚至对不同

的对象，服务态度也凭自己看着顺不顺眼而产生较大的

反差。这样的干部在面对一些上面没有补贴政策的工作

时，会变得束手无策、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从而走进

了“没有钱”就不会干工作的误区。

如何实现钱少或没钱也能把工作干好呢？乡村振兴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大考，要想在这场大考中交出满

意的答卷，“一事一议”便是解决农村建设中钱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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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成功的方法。但在工作中我们必须切实防止重蹈一

些地方没把好事办好的覆辙。比如，过去一些地方在农

村“一事一议”工作中，由于目标定得太高没有量力而

行，导致事情半途而废。或是因工作方式不当伤了部分

低收入家庭的自尊，无形中他们可能转化成工作进程的

制约因素；还有的地方因监督管理不到位，导致筹得的

资金被贪污或被挪作它用。或是钱虽花了，但只搞得个

“豆腐渣工程”等等。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我们没有

对以上问题做到心中有数，提前谋划好防范措施和应对

办法，将会让村民对筹钱办事失去信心，最终落得好事

没办好、实事没办实的结局。

动员“能者多劳”也是解决乡村建设用钱的好办法。

每个村庄都有相较富裕的人家，他们也愿意为家乡建设

出一分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的心里会产生很多顾

忌，如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会不会被村里的“大嘴老

娃吃掉”（原指乌鸦，农村里专指被贪得无厌的官吏和村

霸等贪污掉）、自己捐太多会不会遭村里人妒忌或让其他

村民没面子等等。村民有这些顾忌都是正常的。只要我

们坚持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工

作理念，通过实地走访和耐心解释，去帮助他们排除这

些心里障碍。再切实帮助广大村民提升鉴别力和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让大家都搞清楚、弄明白为家乡建设出力

是正能量的弘扬，而不是为了在村里显摆和给贫穷人家

难堪。这样就能让广大村民积极主动、自愿乐观地参与

到乡村建设中来。

2　一厢情愿干工作的误区

受“权力光环下被他人尊重的那种感觉”成瘾性的

影响，我们有些干部的工作作风慢慢变得飘浮起来，常

常是想当然地干工作。谋划工作之前，不认真走访基

层，也不考虑老百姓愿不愿意，不多去听听百姓对乡村

建设的意见和想法。常常错误地认为工作谋划与百姓无

关，不需要找他们商量，说了他们也不懂等等。就这样

不知不觉地步入了一厢情愿干工作的误区。步入这种误

区后，我们干部的一言一行将会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一种

错觉——这些当官的看不起人；只要不侵犯到我的利益，

他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什么乡村建设都是他们的事，

和我无关等等。最终影响了乡村振兴事业的有序推进。

我们如何走出一厢情愿干工作的误区呢？必须走好

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乡村建设中

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

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坚持自下而上、村民

自治、农民参与，启动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因地制宜、

有力有序推进。”[1] 因此，推进乡村建设要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农民期盼干的抓紧干，农民愿意干的带着干，农

民不愿意干就先放一放、缓一缓，不能想当然 [2]。比如

说，有的地方为了推进厕所革命，采取“消灭”旱厕的

极端手段——展开了撤除农村所有旱厕的运动。结果给

那些无力建设水冲厕和因为缺水新建水冲厕成了摆设的

群众，如厕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

旱厕肯定会逐渐消亡，但这个过程必须因地制宜去推动。

同时，我们还要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乡土文化，

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

息的乡村风貌，防止机械照搬城镇建设模式，打造各具

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3]

3　工作中甘当“机械化二传手”的误区

我们有些基层干部习惯了呆在办公室里干工作，只

知道上面需要什么、要求什么，就不假思索的直接转发

或传达到下一级，再对下级报上来的报表数据进行机械

的累加统计并上报。对那些存在逻辑性错误的数据也不

作核实，甚至直接发现不了。几年工作下来，便慢慢把

自己培养成了名副其实的“二传手”干部。随着工作量

的逐年增大，这种机械化的工作方式所产生的失误和遇

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二传手”干部也沦落成上下都得不

到好脸嘴的尴尬角色，工作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自

己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一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除了埋怨

老天的不公，就是数落自己命运不好。

如何才能在工作中走出或防止步入这种“二传手”

干部的误区呢？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切实参与

到每一项上情下达和数据情况收集、汇总、上报的工作

中。不管是长期报表、还是临时数据，不管是上级要求

统计上报、还是本级要求下级报，不管是单纯的数字报

表、还是综合的情况总结等等，都要让自己真正参与其

中。当领导、同事或上级问到报表相关数字时，任务完

成的短期内不看报表也能做到——对主要的关键数据能

脱口而出、对长期报表中的异常数据能及时发现并经过

亲自核实、对所辖区域内相关业务的基本情况逐步有所

掌握并能随口作简单汇报等等。实现切实参与其中的方

法有：一是执行前要分析当天各项任务的轻重缓急，从

而列出主次、依次进行；二是自己弄清各项任务的具体

要求，以便准确解答下级提出的相关疑问和在收集汇总

中及时发现异常数据；三是对要求上报的情况、总结等

要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作出分析研判，需要调整的

要提前调整、需要作要求的要加以明确、需要列出提纲

的要提前列出等等，然后再发到下一级去落实。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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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工作思路，方便下级填报，也方便自己汇总上报；

四是对一些工作总结、情况汇报，在个别下级来不及上

报文字材料的时候，应通过电话沟通了解该区域的情况

后，及时帮助下级补好缺。并努力练就自己补缺本领达

到八九不离十的“境界”。最终做到按时完成上报任务。

4　没有理解政策就盲目推进工作的误区

我们一些基层干部受历年项目扶持、脱贫攻坚等

工作方法和思路的影响，慢慢落下了只会谋现成事、只

会按部就班干工作和平时不爱学习的“病根”。对国家

的一些新政策和新要求不了解、不掌握，对面临的新形

势、新变化也不作任何分析研判。面对农业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农村建设任务的复杂多样，自己带着一知半解就

去当“专家”，结果常常搞出自己推翻自己的洋相，形

象和威信也在群众面前大打折扣。从而让自己步入了没

有理解政策就盲目推进工作的误区。如果我们不能走出

这一误区，将很难排除乡村建设中的一些常见阻力。比

如，自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工作

逐渐转入各家各户，慢慢在一些农村形成了自家田埂

外、院墙外的事与自己无关的观念。在推动一些村集体

工作时，“锣齐鼓不齐”的现象时常发生。一些农民由

于长期身处农村对国家的许多政策不是十分了解，或是

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错误地认为国家不重视农

村，觉得城市建设是政府出钱，乡村建设也应该是政府

出钱。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农业农村工作者提前读懂国

家政策，自己先走出误区，再耐心细致的去向群众解释，

带他们走出误区。向他们讲明这些道理：城市是全国人

民的城市，是各行政区域公共机构所在地，不管你是城

里人还是农村人，你都是这些公共机构的服务对象。而

且国家没有规定农村户籍的人口不可以到城市购买房物

居住，也没有对农村户籍人口每天到城市的活动时长作

限制。国家还鼓励农村户籍人口进城购房落户，仍保留

原户籍所在村集体的一些权利。而国家对农村却出台了

一些保护政策，如国家规定城市户籍人口不可以到农村

购买房物或购买宅基地建房等。乡村建设中的阻力就能

变动力。

5　结束语

所以，只要我们努力改变自己不爱学习的习惯，切

实践行“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态度。不仅向书本学，

还要向群众学。工作中还要学会思考，并总结一些行之

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我们还要清楚，现在搞乡村振

兴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不能着急，必须根据不同时

段的经济发展形势，结合当地实际顺势而行、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不去喊一些空的口号，不去提一些过高的要

求，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工作中还必须牢记，乡村建成

什么样，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民，不是我们，也不是那些

文人墨客。这个事要农民说了算，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照顾他们的感受，回应他们的需求。群众对国家的新政

策、新动向、新要求有不清楚不明白的，要耐心细致的

解释，一遍不明白的要来两遍。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地

走出这些工作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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