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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为者有位，让吃苦者吃香

“中坚力量”有了“中年危机”

年纪轻轻就口口声声叹老、卖老，领
导“推一下动一下”，不愿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技能，遇到任务躲着走、求个无事一身轻
……中青年干部本应是各单位的骨干，但一
些人在工作上越来越不在状态。

“ 刚 上 班 还 嫌 弃 那 些 甩 锅 的 ‘ 老 乡
镇’，现在干几年后也有些理解他们了。”西
部 某 乡 镇 一 位 “90 后 ” 党 政 办 工 作 人 员
说，在乡镇待得时间长了，很多人心态都会
变，甘愿守着一亩三分地，早早地就进入
了“中年危机”。

贵州某地一位区政府领导在经济运行调

度例会上表示，他刚到任不久，就发现部分
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想干事、不愿
干事的思想，认为“不洗碗的不会打烂碗”。

“一些干部生怕自己的特长被领导发
现。”该领导告诉记者，一些单位物色办公室
主任、工作站站长人选都不好找，“有时还要
靠人情，局长提前请吃饭，做通了思想工
作，他们才肯来”。

河南一位参加过驻村扶贫工作的基层干
部说，一些长期在乡镇一线摸爬滚打、经验
丰富，且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本应是乡镇
工作的中坚力量，但由于超龄晋升无望，工

作热情逐渐消退。
这些年轻“老干部”的行事做派也影响

着单位的工作氛围。河南某地一位镇党委书
记 将 当 地 干 部 分 为 3 种 类 型 ： 积 极 进 取
型、老实守摊型、消极懈怠型。她认为，消
极懈怠型的干部虽然不多，但会影响周边人
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容易成为工作矛盾产
生的源头。“乡镇开大会、下面开小会，不帮
忙还添乱。”中部省份一名县级机关干部
说，一些中年干部拿了工资不干事，不积极
配合领导班子，影响工作正常开展，有的乡
镇只能把干事岗位调整给新进人员。

部分基层干部直言，“躺平”心态其实由
来已久，近来有加剧趋势。一些新型“老干
部 ” 认 为 ， 与 其 身 心 俱 疲 ， 不 如 享 受 生
活，升职、加薪、干事等都“道阻且长”。

——职位升迁无盼头。中部地区一名镇
长说，目前年龄在40岁上下的基层干部，确
实面临升迁困难。单位从讲究论资排辈到过
于强调“干部年轻化”，让一批干了十几年的
人不自觉地处于“尴尬”境地。

“ 副 科 35 岁 是 个 坎 ， 正 科 45 岁 是 个
坎 ， 如 果 到 点 了 没 有 提 上 去 ， 后 面 就 难
了。”西部某乡镇一名党委副书记说，前段时
间 地 方 换 届 过 程 中 ， 组 织 部 门 有 硬 性 要
求，比如35岁以下、初始学历本科要达到一
定比例，一下就卡住了很多中年乡镇干部。

——待遇落实遇难点。中部省份一名县
级机关干部说，当地2017年开始施行职务和
职级并行，政策规定参加工作满12年的公务
员可申请享受副科级工资待遇；在此基础
上，又干满15年的公务员，可申请享受正科
级工资待遇。但不少单位2019年之前就已把
名额用完，甚至严重超额，导致现在已经没

有申请机会，对于不少35岁至45岁的基层
干部而言，惟一的念头也落空了。

—— 权 小
责 大 不 对
等。“这些年我
在调研过程中
发现，不少乡
镇干部，包括
副乡长、副镇
长，谁身上要
是 没 背 几 个
处分，都觉得
不 可 思
议。”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刚
认为，下边“躺平”和上边“折腾”是一个
问题的两面。本来基层干部事务就比较琐
碎、繁杂，又疲于应付各种形式主义，还面
临着过频过严、过宽过泛的问责督导。

“有些所谓的干劲消退现象，实际上也是
处理某些工作的无奈之举。”西部一名副镇长
说，目前面对基层、面对群众、面对负责的

一 件
件 具 体
事 情 ， 缺
少 足 够 的 自
主 权 ， 很 多 简
单问题限于繁琐
的程序规范反而不
好解决。

“事多钱少没前途”，倦怠感由来已久?

要培养让干部“跳起来摘桃子”的积极
心态，扭转新型“老干部”的“躺平”现
象。受访人士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
制改革，推动形成“权、责、利”对等协调
的机制，真正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
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

“干部肯不肯干事，关键还是一个思想问
题。”云南某地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过了
特定年龄没有获得提拔就立刻“躺平”的现
象在当地并不多。他建议，首先要提升干部

队伍的党性修养，一级干一级的事、一级有
一 级 的 担 当 ； 其 次 ， 要 通 过 考 核 “ 指 挥
棒”，树立优先提拔一线干部的导向，尤其是
注重工作经历上是否经过艰苦复杂岗位锻炼
和吃劲岗位考验。

“ 既 要 讲 初 心 情 怀 ， 也 要 讲 正 向 激
励。”刘刚认为，要继续探索完善职务和职级
并行制度，将容错机制和纠错机制落到实
处，进一步探索清单式管理，明晰职责权
限，让无所事事、消极怠工、应付了事的干

部有耻感。
贵州大学基层社会治理高端智库副主

任、研究员段忠贤表示，提振干部状态需要
聚焦职业前景不佳、晋升渠道狭窄、工作待
遇低等症结，在法律与体制上赋予基层更大
的 自 主 权 和 能 动 性 ， 这 才 是 稳 定 干 部 队
伍，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之路。年轻
的“老干部”也要主动撕下标签，充分发挥
特长优势，在干事创业中找到人生价值。

据新华社

年龄并不大，心态却变老：

新型“老干部”为何早早“躺平”

“老干部”原指体制内年纪较大、资格较老的干部，但记者在多地采访中接触发现，一些干部年龄不大
却“未老先衰”。这些人时常以“老干部”自居，对待工作缺乏动力和热情，表现出“无欲无求”的状态。如何让
新型“老干部”重拾干事创业的激情？这考验着基层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