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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2021_2022_815_EF_BC_

85_E5_85_AC_c49_522609.htm “要建立起一种机制，既能鼓

励官员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为公众服务的同时保

持和张扬自己的个性；同时又通过各种机制约束和控制他们

的个人欲望，不让这种欲望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用。” 武汉

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谭君久 日前，由于抗震救灾不

力，四川省纪委监察部门将德阳市绵竹市孝德中学办公室主

任董远云等6名干部免职。随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会上又通报了多起抗震救灾不力的典型案例。这次雷

厉风行的免职行动引发了公众的热议，人们在表达对这一事

件看法的同时，也提出了“什么才是一个人民公仆的优秀品

质”的问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和题客调查网联合

开展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8139人参与)，81.5%的人认为人民

公仆应该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39.0%的人认

为应该“关注百姓生活，倾听民意，了解民间疾苦”。此外

，34.8%的人认为人民公仆应该敢于承担责任，遇到问题时“

不回避，不弄虚作假”。 “会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真是大

快人心！”某银行职员张先生每天都关注着汶川特大地震的

进展，他为这一处理结果叫好，“肯定会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 在媒体工作者罗先生看来，因为救灾不力而被撤职，既

是对其他政府官员的警示，也是对老百姓的一个交代。他希

望地震过后，这种问责机制能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常态。 调

查显示，16.2%的人认为这次免职事件政府“处理及时，大快

人心”，39.9%的人希望政府能“加大力度，杜绝同类情况的



再次发生”。 调查中，17.9%的人认为“火线免职”树立了党

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12.4%的人觉得处理太轻，“

应该有更多官员对此负责”。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大部分党

员干部都始终坚守一线，在危难关头担当了救灾的先锋和灾

区群众的主心骨。地震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冒着余震的危险

，深入灾区一线指导工作，温家宝总理在震后第一时间赶赴

灾区救援现场，他们展示了“亲政爱民”的大国领导人形象

，感动了中国和全世界民众。在抗震救灾中，也涌现出了王

洪发等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 武汉大学大四学生黄同学看到

网上关于他们的各种报道而深受感动。“在大灾面前，他们

经受住了考验，是能成为人民主心骨的好官员！” 本次调查

表明，64.5%的人认为政府官员“坚守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行为

令人感动”，54.3%的人认为他们冷静镇定，毫不畏惧，是“

抗震救灾的主心骨”。同时，62.7%的人对于部分官员贪污挪

用救灾物资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应予以严肃处理。 “政治

家应有大智慧关注民生议题” 一个人民公仆应该具备哪些品

质？ “亲民、正直、领导和战略才能。”在对外经贸大学学

生徐冉眼里，这是一个人民公仆应该具备的品质，“关键是

要有能力为群众办实事”。 在武汉大学政治学专业学生闫帅

看来，公众首先应该正确对待和认识人民公仆，不能将他们

推上神坛，而是应该将他们纳入体制中来。“人民公仆一要

秉公执法，不越位，不缺位；二要廉洁自爱，不贪污，不纳

贿。此外，业务水平要高。”当官不能无为，在他看来，业

务水平还应该包括官员的应急能力，特别是突发事件处理能

力。 “对官员有太高的道德情操要求也不现实，”深圳某工

商局的公务员陈先生说，“能做到干部考核标准的德能勤绩



廉就可以。”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储建国认

为，人民公仆也有对权力的渴望。但在谋取自我幸福的同时

，不应忘记运用权力追求公共目标，为众民造福。“政治家

应有大智慧关注民生议题。” 去年“两会”上，胡锦涛告诫

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大好的形势面前，要增强忧患意

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以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调查显

示，81.5%的人认为人民公仆应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9.0%的人认为人民公仆应该“善于倾听民意，关注民生，

了解百姓疾苦”。34.9%的人认为人民公仆应该“不搞形式主

义，不做表面文章”。此外，“学习进取，锐意革新，勇于

接受新事物”(30.0%)，“具有亲和力”(28.7%)，“具有个人

魅力，有思想，有魄力”(26.6%)也是公众期待的品质。 “我

们很难容忍不尽职的人员继续在我们的队伍中，为了表明他

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绵阳都江堰市委

书记刘俊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刘俊林看来，虽然每个

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觉悟，但在地震面前，这些被免职

的公务员已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水准。 “大多数都是能够为

民着想，与民分忧的。但毫无疑问，部分官员也存在问题。

”李林认为，政府官员的整体作风开始向务实转变，但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也存在。 调查显示，53.5%的人认为现在的政

府官员作风形式主义，官本位意识浓厚；53.2%的人认为还存

在着“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46.6%的人则认为大部

分官员作风正派，为民分忧，堪称人民公仆，只有小部分存

在问题。 “心有敬畏，行有所止” 如何使官员们成为为人民

服务的人民公仆？ 在闫帅看来，公仆不能高居庙堂，眼睛需

要向下看，去体察民情，了解疾苦，“重点还在于体制的建



设，一要健全，二要细化。而在执行上，坚持党内民主的同

时，更要鼓励党外监督，引进外部力量”。 “这涉及干部机

制问题，”陈先生认为，在体制内改革而大制度不变，实际

效用不大。“认为操作的因素太多。”他说。 武汉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谭君久说，以往组织的考察看重个性，

远远超过了对官员的事业心和实际工作的干劲、能力和实绩

的看重。这往往使得官员队伍中畏首畏尾、唯唯诺诺、不求

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要建立起一种机制，

既能鼓励官员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为公众服务的

同时保持和张扬自己的个性；同时又通过各种机制约束和控

制他们的个人欲望，不让这种欲望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用。

”谭君久说。 调查显示，79.0%的人认为应当提倡主动引咎辞

职，使官员勇于承担责任，27.3%的人认为制度上应该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54.0%的人则认为应当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思想

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 在罗先生看来，除了建立常态的官员

问责机制，还应该优化公务员的遴选机制。在选拔中，要做

到真正将各种标准的考核由静态变为动态，由一次性遴选变

成经常性考核，由少数人评价，变成社会评价。“现在的标

准肯定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遴选机制还存在不合理因素。

” 网友“江中叶舟”认为，领导干部只有对自己岗位的权力

有一种敬畏，才能常思贪欲之害，严守党纪国法，自觉做到

秉公、依法、廉洁用权。“对权力有敬畏感，意味着敬畏国

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敬畏社会舆论。心有敬畏，行有所止

，说到底，就是要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 本次调查中，35.8%的人认为公务员应当“牢牢树立公仆

意识，加强个人修养”，31.1%的人认为应当“落实信息公开



制度，加强社会监督”。此外，“优化官员遴选和选拔体制

”(24.7%)，“加强舆论监督，发扬民主作风”(29.6%)也是公

众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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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