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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朱立毅陈炜伟

必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近期我国安全生产形势综述
在造成

１２１

人死亡的吉林“

６

·

３

”特大火灾发
生后不到

２０

天，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公布了这起事
故的直接原因。 虽然酿成这场悲剧的导火线，是
由于配电室线路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但事发车
间逃生门被堵、建筑用材易燃、工人高密度聚集
都加剧了人员伤亡。

“禽类加工并不是什么高危行业，但如果不
重视安全生产、不加强安全管理，也会发生事故
甚至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栋梁说，企业如果不彻底治
理隐患，不消灭事故，就会被事故消灭。

６

月，一场“敢于动真碰硬，务求取得实效”的
安全生产大检查正在全国开展，这次检查旨在堵
塞漏洞、排除隐患，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
故的发生。

今年
１

月至
５

月，全国各类事故总起数和死亡
人数虽然继续保持“双下降”的态势，但是，重特
大事故尚未有效遏制，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特别是
５

月下旬以来，一些行业领域、一些地方相
继发生多起重特大事故：

５

月
２０

日，保利民爆公司爆炸造成
３３

人死亡；

６

月
３

日，湖南邵东一煤矿瓦斯爆炸造成
１０

人死亡；

６

月
３

日，吉林禽业公司大火造成
１２１

人遇难；

６

月
１１

日，苏州燃气集团食堂爆炸造成
１１

人死亡；

６

月
１８

日，新疆昌吉一辆大巴坠入深沟造成
１５

人死亡。

杨栋梁在分析近期重特大事故多发的原因
时指出，一些地方和企业领导干部安全发展意识
淡漠，往往忽视安全生产，违章指挥、冒险作业。

同时，一些企业不能很好地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心存侥幸，不吸取教训，一些企业重大隐患长

期存在，得不到有效治理。

据介绍，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湖南邵东县司
马冲煤矿拒不执行当地政府下达的停产整顿指
令，非法组织生产。几乎所有的事故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违规违章问题，这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位
打击非法违法、治理违规违章行为的态度不够坚
决，措施不够得力。

此外，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欠账较多，安全
基础设施不健全， 不少重大隐患长期得不到治
理；安全培训教育相对滞后，高危行业从业人员
技能素质偏低。杨栋梁还特别指出，一些地方安
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对于央企、省企的
监管软弱无力。有的基层监管人员“怕”字当头，

极个别的甚至失职渎职，一些事故背后存在以权
谋私和腐败问题。

目前，全国正在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此次
大检查将开展暗访暗查，不打招呼，直插基层、直
奔现场，并邀请专家和记者，进行抽查暗查、“打
非治违”工作“回头看”，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解
剖麻雀式”的检查；对典型的问题进行通报并向
社会公布，强化震慑。

此外， 对大检查中查出的每一个隐患和问
题，将现场依法提出处理意见，并跟踪落实整改。

此次大检查还将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进一
步提炼、丰富，上升固化为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

促进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必须严肃追究事故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
训。”杨栋梁说，一分的工作部署，要用十分的检
查来推动，十二分的具体措施来保障，确保落到
实处， 务必在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上见到实效，

扎实推动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３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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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人 在 基 层 心 系 百 姓

———基层干部对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时代发展、改革深化、社会转型使基层干部面
临新的工作环境， 中央的严格要求与群众的新期
盼，使基层干部承受更大的责任压力。带领广大群
众筑起实现中国梦牢固基石的道路上， 他们累在
基层，难在基层，有时也会困惑在基层。

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人在基层，心系百姓？记者
在各地采访得到这样的答案：基层干部自身要转观
念、强能力，体制机制上要给他们减负担、硬约束。

转观念：与群众站在一起
２０１２

年起， 中部某省省会城市组织开展大规
模的干部联村（社区）驻点工作，活动要求干部下
基层要让群众“找得到人、办得了事、解得了难、交
得了心”。

驻村干部高志国联系的村地处偏远， 每次下
村，他要换乘

７

次车。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他每月驻村时
间最短的

１４

天，最长
２６

天。

为了帮村里赤脚医生罗沸腾解决退休问题，

高志国先后到省、市主管部门咨询。虽然最后因政
策限制没有办成，但罗沸腾全家非常感激，专门提
了一篮子土鸡蛋非要塞给高志国。

“群众反映的事情，办成了群众固然欢喜，但
即使无法解决， 只要用心去办， 群众也会充满感
激。”这是高志国在笔记上写下的一段话。

除了一篮鸡蛋的故事，在基层采访，让记者感
慨的还有干部一通温暖人心的电话就让一名老上
访户结束十年上访； 干部主动道歉认错不仅化解
了矛盾， 还在群众中树立起更高威望等令人深思
的故事。

党的十八大代表储诒权长期在基层工作，他
说，现在有些地方“干部说群众不听话，群众讲干
部不像话”，重要原因是干部没有做到与群众平等
真诚沟通、没有进行心与心的交流。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房玫说， 有些干
部之所以摆不正同群众的关系， 原因就在于未能
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以致思想上漠视群
众、感情上疏远群众、工作上脱离群众。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基层干部能不能树立
正确的群众观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 是站在群众
的对立面，还是与群众站在一起？”

强能力：不能打着官腔做工作
孙丰民是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的副局长。

２０１１

年起，他担任泰州市首批群众
工作团河失工作队队长，到河失镇任党委副书记。

在河失， 孙丰民负责的一项任务就是镇上农
具厂的改制。改制面临两大难题：没钱，企业倒闭
后资不抵债，改制资金有限，跟职工要求有差距；

没时间，土地招投标已经完成，涉及
１１８

人的改制

工作要在
８

天内完成。

一开始，孙丰民捧着文件，给群众讲政策，说
大道理， 结果下面一阵起哄。“到了一线才发现像
以前那样打着官腔做群众工作， 群众是不会接受
的。”他说。

僵局面前，只有改变。孙丰民开始与群众换位
思考，与职工促膝谈心，了解他们所思所想，从解决
陈欠工资，养老、医疗保险等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出
发， 确定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

１２

项优先支付项
目，并把改制与家庭走访送温暖活动结合在一起。

“我们逐户走访，给每家都带上一份小礼物，

当面把每个人应得的权益一笔一笔算清楚，结果，

大部分职工在合同上签了字， 工作顺利得让人意
外。”孙丰民说。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邸
乘光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社
会群体利益诉求多样化、 复杂化让基层干部在工
作中时常面临征地拆迁、环境保护、企业改制、社
会保障等棘手问题。“要处理好基层复杂的矛盾利
益问题，除了思想上树立正确的群众观，还必须增
强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 更加善于做群众工作。”

邸乘光说，“沉”下去、“深”下去，扎下身子，才能了
解群众所思所想，知道问题症结所在，也才能找到
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中央党校教授祝灵君表示， 做群众工作要倾
注真情，但也要重视法治，缺乏法治精神，可能“好
心办坏事”，造成“一团糟”局面。

做好群众工作还应该注意让群众积极参与。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献说，发扬民主，让群众
积极参与决策、监督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务，才能更
好地理顺党群干群关系。

除了干部自身强能力之外， 上级部门也应该
针对基层干部队伍老龄化严重、待遇低、保障缺等
困难，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配备与培养，进一
步提升乡镇、村组干部的经济待遇，将资源、资金
下沉，优化乡镇干部工作环境，切实解决基层干部
做群众工作的后勤保障问题。

减负担：防止“面向领导多、联系群众少”的倾向
在山西， 一位社区干部拿出一份日常工作明

细表。这份表格显示，包含计生、工会、统战、党务
等在内， 他们的行政性事项多达

１４

大类
１４６

小项，

涉及党委、政府以及各种群团组织，其中仅开证明
和盖章项目就有

４５

项。

这位社区居委会主任说：“这还是一个不完全
的统计，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指派任务，每天都疲于
应付。”

“平常做台账，有时会感觉上面的有些想法不
是很切合实际， 但为了完成工作还是要去做。”

２００８

年开始做大学生村官的钟鸣宇反映。

采访中，许多社区干部反映，他们大部分精力

都花在办理下派的各类行政性事务上，服务群众、

联系群众的功能反而被弱化了。

“会议多、材料多、盖章多、台账多、考核评比
多。”江苏省苏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工作处处
长李忠军以“五多”来形容社区行政性事务的繁杂。

他说：“必须从上面为社区减负， 还原社区服务
群众的本质功能，否则群众不会满意。”在上海市闵
行区浦江镇，一些居民建言，社区是群众自治组织，

社区干部要防止“面向领导多、联系群众少”的倾向。

专家表示，要建立基层与上层、政策制定者与
执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机制， 同时畅通民意诉求
和征集机制，广泛吸纳民意民智，使上级制定的政
策符合基层实际。

硬约束：提升群众话语权
在西部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穿境而过

的省道两旁，一堵堵高
２

米、灰白相间的墙看起来
光鲜整洁， 墙后面却是破旧的民房。“从省道路过
的领导多，路边农民的房子不好看，这些墙最大的
作用就是遮丑。”当地农民说。

记者了解到，这些“遮丑墙”耗资不菲，每平方
米的造价在

５００

元以上，相当于当地农民年人均收
入的六分之一。

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屡禁不绝，根本原因
是有些干部心里根本没有考虑群众的需求和感受。

湖南省长沙县群众工作部部长宋伟奇说：“有
的干部对我说，现行的评价机制下，他们是宁愿得
罪一百个群众，也不愿得罪一个领导。”

专家认为，要真正让干部做到眼睛向下、重心
下移，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加大群众参与、群众监
督和群众评价的力度， 不断提升群众在干部选任
方面的话语权。

“应该从体制机制上加强民意的分量，让更多
群众能参与评价基层干部的政绩，让干部的服务对
象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

去年以来， 湖南省长沙市通过媒体公开了
５０００

多名干部的手机号码、办公地点。长沙市同时
规定，所有联村干部必须接受一年一度的“亲民大
考”，群众评价成为对乡镇（街道）干部提拔任用的
主要依据。

在山东沂水、湖南郴州、四川盐源等地，群众
评价在基层干部的考核任用中所占权重也在不断
增加。基层干部反映，群众话语权越大的地方，用
人风气越正，干群关系也越融洽。

“如果在选拔、管理中更多发挥民意、民主的
作用， 那么对基层干部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有效的
约束，使他们不断改进工作，让自己的服务对象满
意。”谢春涛说。

（参与采写记者： 华春雨葛素表吴光于朱
国亮徐海涛谭剑高风）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２３

日电）

６

月
22

日，两位游
客在黄河小浪底景区
内歇息。

当天，

2013

年黄
河小浪底观瀑节在黄
河小浪底景区内举
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千名游客聚集在小
浪底大坝出水口前，

亲眼目睹“黄河之水
天上来”的壮观场景。

黄河小浪底观瀑节是依托一年一度的黄河调水调沙生产活动而形成的一项节庆活动。每年的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黄河小浪底水库在调水调沙期间，上游水流从大坝的洞群喷涌而出，形成了一道
独特的人造瀑布奇观。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盛夏观瀑小浪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