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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纪委、监察部、国家信访局等介绍了 《关于违反信

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实施的

情况，归纳了十六种信访工作中需要追究领导责任的违纪行

为，明确要求：处置群体性事件滥用警力、重要信访久拖不

决等多种情况，都将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目标指向很明确：

希望通过问责制度的建立，摆脱信访工作的随意性，促进信

访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通俗地讲，就是要管管

“管信访的”和能介入处理信访的，干工作要按规矩来，避

免一切形式的“胡来”。有人不是喜欢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

机关推到第一线搞什么专政吗？有人不是信奉“大事拖小，

小事拖无”的拖字诀吗？有人不是很会推诿扯皮把来上访的

群众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吗？⋯⋯不好意思，如果说以前对

你们这些行为有点力不从心的话，那么有了现在的规定，就

等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了 当心点，弄不好可是要被问责甚

至被“法办”的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尊

重民意是达成善治的重要前提。而信访工作就是要通过疏导

民众的怨气与意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处理信访

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运行，如果在信访框架内权力运行不当，

甚至滥权纵权，就会从根子上伤害这种民意，反馈回来，就

会对政权自身形成伤害。放眼看看，不管是贵州的“瓮安事

件”，还是云南的警民冲突，共同的特点就是：基层的小矛



盾长期得不到化解，社会不满情绪如火药桶一般积聚，最后

积少成多，一旦被“导火索”引燃，便一发不可收。事后痛

定思痛，总会悔恨不已：如果当初有很好的疏导机制，如果

当初能见一个矛盾化解一个⋯⋯而要害在于，大量的基层信

访单位在“当初”表现不出这个能力来。 国家信访局官员说

，当前全国的信访总量属“高位运行”；也有报道说，现在

什么“越级访”、“反复访”、“纠缠访”非常多这也是恶

性循环吧：信访质量越差，数量就越多；数量越多，办起来

质量就越差。常听基层信访同志抱怨：我们能力有限呀，更

多时候只能上传下达中间提醒，各部门领导要是不配合，甚

至动用权力干涉，我们除了做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还能

怎样？对于那种县委书记派公安把“告”自己的抓回来拘留

的、对那种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对那种你把问

题汇报到桌面上也不认账的⋯⋯或许，只有面临被问责的风

险，才能让他们少一点一拍脑袋就“下手”的滥权，而信访

工作也能因此而摆脱一些无力感。所以，这种旨在保护上访

人的法律规范，不仅仅是要问考，试大网站收集责信访部门

的工作人员，更要指向所有的权力部门。 手头就有现成案例

。据《华商报》22日报道，陕西定边县道路运输管理所的女

职工赵晓玲，因打印了一份由全体职工联名写给县委、县政

府的信，却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 “擅自打印上访材料”就成

了罪名，就要被行政拘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还有国

法没有？这是不是“滥用警力”？都有谁违反了信访工作的

纪律，需要被依法给点color看一看？新规实施之时，不妨就

拿这起案例“开开刀”，也让所有喜欢纵权胡来的人“开开

眼”。 近日来，基层党政主要领导的大接访搞得很有声色，



但不能否认，地方主要领导偶然性的大接访解决的问题终归

有限，要讲长效机制，最终还是离不开对于信访制度的规范

，尤其是各类责任的追究。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我们发展

的大方向 信访工作也不例外。 再好的制度也最怕被摆起来不

用，或者被用起来轻描淡写。现在，严密的问责制度有了，

下一步就要看如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全面推动、严格问

责了！"#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