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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7_94_B3_E

8_AE_BA_E6_97_B6_E8_c26_645151.htm 谁把民生工程办成形

象工程、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即使你没把一分钱装进

自己口袋，乌纱帽也依然会被拿下。 因重大安全事故、公共

卫生事件，我国出现过不少次官员问责风暴。7月12日以后，

问责将会增加一种新形式因决策严重失误而遭受的问责。新

的问责风暴已然在酝酿之中。 这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发布，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

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多年

以来，因决策不周、管理不善而造成效益低下、损失浪费等

问题，其危害性已不亚于贪污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决策浪费被认为是最大的浪费。这在历次审计署报告中都有

体现。 由于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仍需提高，民众尚

难以完整了解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但在生活中也已经普遍感

知到了决策浪费带来的不便市政道路工程的返工、工期拖延

或频繁重建造成的交通阻塞，很多人定不陌生。 正是在决策

风险和责任极不对称的情况下，约10年前出现了机场建设大

战，安徽阜阳机场、福建长乐机场如今成了决策失误和决策

浪费教材中的经典案例。城建领域的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

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曾说，因浪费造成的损失占城市建设

总投资的百分比至少10％。也正是在政绩攀比的指挥棒下，

全国109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到“建设性破坏”

，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稳定。 很多时候，对严重决策失误，当



事人大多以“交学费”为说辞，希望像呆坏账核销一样翻过

这一页。如果说在党政领导干部刚开始学习怎么搞经济建设

时犯一些错误、亏一些本还可原谅，那么在政府决策机制日

益完善和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已是大势所趋的今天，“交

学费说”已站不住脚。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决策不是没有制

度，而是如何避免“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图形式”；

政府主导的投资不是没有审计，而是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

4万亿一揽子计划出台后，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下，各地新上项目的热情和动力空前高涨。手头更加宽

裕的大国企的投资和投机冲动更是显露无遗。地王中不时出

现央企的身影。可以说，随着新项目的大量上马，投资决策

失误的风险也在增加。 中央加大对决策失误的问责力度，也

是给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敲响警钟：谁把民生工程办成形象工

程、豆腐渣工程、半拉子工程，即使你没把一分钱装进自己

口袋，你头顶上的乌纱帽也依然会被拿下。 在今年的问责风

暴中，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异地复出的现象同样十分突出

。一旦问责文化开始形成，诸多难题就会随之出现，被问责

怎么复出、什么条件下复出只是其中一例。对决策严重失误

的问责也面临类似考验。 和一般的突发性事故的问责不同，

决策问责涉及的周期一般比较长。领导干部拍板上了一个项

目、领导干部拍板用了一个干部，也许要几年以后才暴露严

重问题。曾经有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提议，对党

政领导干部的决策失误，要终身负责。现在来看，所谓“三

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中最难解决

的还是“拍屁股走人”。在问责问题上，不能也“人走茶凉

”。 更多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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