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制约中国医疗满意度、

获得感的不是医疗资源的缺乏，

而是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衡。

中国人均医疗资源，诸如大型

CT,MRI和医疗高端人才，数量

上不会落后于某些发达国家，但

是，这些资源主要集中在三级医

院。这就造成了三级医院人满

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

深化医改离不开分级诊疗

的推进，在全球范围内，分级诊

疗是通行的最基本制度，有专家

建议“在尊重群众自愿的基础上

利用医保等市场之手有序推

动”，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2018

年 ，将 是 中 国 医 改 的 破 冰 之

年。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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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分级，各司其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受关注

的热词中，“品质革命”一词非常

亮眼。

品质，当然是指产品和服务

的品质，而“品质革命”，当然是

由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担当

主角。怎么革命？一要下功夫，

放下赚快钱的浮躁，把工匠精神

植根心底，对产品服务的每一个

环节都高标准、严要求，一把尺

子量到底；二要下本钱，重视科

技创新，摒弃抄袭仿造，专注研

发名副其实的原创高附加值产

品。 (中国质量报)

谁来担当“品质革命”
的重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刘焱说，年轻家长对幼儿

园的期望，不仅仅是“看护”或提

供“托幼服务”，而是对孩子进行

学前教育，为孩子今后的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这就需要一支

“高素质善保教的教师队伍”。

在刘焱委员看来，我国幼儿

教师队伍的现状是数量不足、素

质不高、待遇偏低，这 3 个问题

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学前教

育健康发展的瓶颈，它们多年来

相互作用，已经成为环环相扣的

因果循环链。只有打破这个循

环链，才能建设一支“高素质善

保教的教师队伍”。

(中国青年报)

“二孩”时代幼师培养
需要加速度

长期以来，许多干部喜欢“往上走”的直线升迁模式。如今，不少干部却甘愿

过着“假装在基层”的生活，选择“先下去、再上来”的曲线模式。基层经历，就像是

部分干部镀就的“金身”，有了基层工作经历，升迁可“加分”，提拔重用将如期而至。

记者发现，随着国家对新选拔任用干部基层工作经历的进一步重视，一些地

方对基层工作经历年限作了明文规定，或者对有基层经历者予以政策倾斜。在此

背景下，许多公务员积极到基层广阔天地增长才干，但同时也出现为了“攒”基层

经历而“混基层”的现象。

假装在基层！镀金干部
“混基层”现象调查

1

怀揣镀金思想、把基层当“跳

板”的干部，要么因碌碌无为而

不被人记住，要么因太过招摇

而被人指指点点，使得原本为

锻炼干部、夯实基层的好政策

在一些地方沦为“空转”，造成负

面影响。

采访中，基层普遍反映，镀

金干部乱象挤压了基层干部正

常的上升通道。一个目睹某省

城干部“先下后上”镀金成功的

基层公务员认为，一是觉得“不

公平”，基层干部“白加黑、五加

二”地工作，不一定能换取晋

升，镀金干部却直接空降转提

拔;二是觉得“不高兴”，不少下

来锻炼的干部从工作能力到工

作态度都不能让人信服。

记者调查发现，与镀金干

部相比，扎根基层的干部有着

明显升迁劣势，上升通道被挤

压则造成他们对自身发展产生

了消极心理，甚至出现群体性

焦虑。

长期调研基层干部状态的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学平表示，镀金干部“假装在

基层”等现象，具有多重危害。

其一，违背了公平，挤占了从基

层做起的干部正常晋升的机

会，挫伤了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其二，违背了党和政府推动干

部下基层的初衷，影响了基层

的建设;其三，扭曲了党和政府

选人用人政策，他们以投机取

巧方式上位，为干部队伍埋下

了长远的隐患。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

员、华夏廉洁 文 化 研 究 会 名

誉会长傅学俭说，镀金干部

乱 象 是 人 事 腐 败 的新变种，

是对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的干部路线的破坏和践踏，必

须治理。

（《半月谈》）

除了欢迎会、欢送会，
平时很少见到人

中部地区某个偏远乡镇，陈旧的镇

政府办公楼前坪停着几辆挂着省城车

牌的高档汽车。“你们办公楼有点旧，但

车子很好。”记者跟几位年纪较大的镇

政府工作人员攀谈。“凭我们的收入怎

么买得起，这都是上边下来任职锻炼的

年轻同志的车。”有人尴尬地回复。

说话间，一个穿着时尚的“90 后”

小伙子从办公楼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文

件朝一辆豪车走去。看到老同志望向

自己，年轻干部挥了挥手中的资料，喊

着“到市里送文件”。很快，汽车加速消

失，引擎声回荡在山谷里。

“已经下来半年了，主要送送文件，

也没真正接触群众。再过一段时间，就

可选调回省里。”在乡镇工作已20年的

老周说，自从干部选拔政策向有基层经

历者倾斜后，下来锻炼的人越来越多，

但其中不少人每天开车往返城里与乡

下，很少住下来。

相比这些每天坚持来乡镇“晃一

圈”的干部，有的干部更离谱。

记者了解到，一年夏天，在某个地

州市郊区县的行政部门，一位省厅的年

轻科长下来挂职副局长。为了迎接省

厅干部下基层锻炼，县局专门举行了欢

迎会。在挂职即将满两年时，又为这位

副局长举行了欢送会。

“除了欢迎会和欢送会，平时在单

位大院很少见到这位省厅下来的副局

长。”该局一位同期入职的公务员小李

说，4 个月后，这个有着“基层一线”经

历的科长被提拔为省厅副处长。

“混基层”现象五花八门，不一而

足。比如，某上级领导的秘书下派到基

层部门任职，却仍留在领导身边服务;

一些干部到基层任职后，不久又被原单

位以人手紧张为由抽调回来;有的地方

人为“创造”基层岗位，再通过公选考试

调回省直或市直单位;长期在上级机关

部门工作的干部，提拔前临时被派往基

层……据知情人士反映，中部某县有干

部一年内甚至到4个基层单位“锻炼”。

2 打着制度的牌子，
钻了制度的空子

记者发现，下到基层的那

些镀金干部，心态虽略有不同，

但都是在寻求下一步升迁的

“跳板”。

一种是主动镀金，以求走

终南捷径。随着国家强化了在

选拔任用干部中“重基层”的导

向，一些干部想通过此路快速

升迁。但他们没有沉下心做

事，也没有扑下身子接触群众，

而是急功近利，热衷搞“短平

快”项目，希望以最快速度拿出

“政绩”给上级部门看。

一种是被动镀金，等待惯

例安排。各地对支援基层的干

部在升迁时有照顾，一些在原

单位不被重用的干部，就以试

一试的心态下去锻炼。不管做

不做事，只要混了经历，就等着

组织按惯例进行安排。在实际

操作中，这种“被动型”干部虽

不干事，最终也能实现升迁。

在这两种心态作用下，镀

金干部大多逃避基层、逃避群

众。有的当“走读干部”，基本

不住在乡镇;有的提出各种要

求，给基层增加负担;有的到任

之后就“蛰伏”起来，面对矛盾

不敢担当，不惹事也不干事，天

天数日子等着顺利返回……

出于现实考量，对于这种

行为，基层单位往往“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任期结束考评时，

通常都是一通好话。“人家毕竟

是上级部门的干部，以后还得

打交道，不好得罪。”湖南某地

一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假装

在基层”的镀金干部，大多“有

关系”“有资源”。

“有关系”的镀金干部，往

往能够被安排到看似基层却十

分清闲的岗位，基层单位对这

类干部小心伺候，甚至创造荣

誉机会。比如，中部某地级市

一市级领导，先把小孩安排到

最基层的街道办任职，之后上

下努力让其获得各种荣誉，再

凭借基层经历、荣誉业绩调入

干部职数较多的区级机关。

“有资源”的镀金干部，一

般家里经济条件较好。他们经

常开好车上班，喜欢吃吃喝喝，

拉拢关系。湖南一位乡镇公务

员对半月谈记者坦言，之所以

选择乡镇，是因为工作几年就

可以想办法调回省城。

“不可思议的是，镀金干部

的锻炼时间一到，往往能如期

调走或者提拔。”老周感叹，相

比之下，真正扎根基层的干部

几乎没有机会直接调入省城。

“下来锻炼是政策鼓励，往

上提拔系政策倾斜，程序没有

漏洞。”一名长期做组织工作的

官员直言，目前很多凭基层经

历升迁的干部是为了提拔而去

基层，并没有达到锻炼目的，属

于“打着制度的牌子，钻了制度

的空子”。这种“先下再上”的

曲线模式，符合政策规定，符合

程序，颇具隐蔽性。

3 基层镀金，伤了基层干部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