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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阅读：要向基层政府放哪些权？

考生在平时可以多阅读一些权威媒体的报道或时评，一是对阅读素材的积累，二是对写作手法的借

鉴。展鸿教育挑选了一些文章，供各位考生阅读参考：

基层政府是落实大量工作的主力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需

要真正实现基层政府权责匹配，确保其治理资源充足。那么，持续增强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要放哪些

权？

权小责大凸显治理短板。

目前乡镇（街道）一级权小责大的情况，阻碍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被动参与多，选择余地小。当前，一些上级部门习惯通过项目制考核来对基层进行工作动员，乡镇

（街道）一级建议权、参与权较小。同时，由于审批权、执法权等限制，基层不得不借助“人情”“关

系”等各种非正式办法处理问题。

看得见，管不着。在具体工作的执行过程中，权责不一让乡镇（街道）一级“难办”。例如，出现

违法搭建、占用绿地等问题时，基层没有相应执法权，等到上级部门派人强制执法时，容易引发干群矛

盾。

责任越推越多，板子越打越重。一些上级部门不分缘由、不问轻重，动辄问责基层。“压实责任”

变成“向基层问责”，本就处于行政权力末端的乡镇街道，难堪其责，不堪重负。

从“人、事、财”上向基层赋权。

强化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从制度上对基层政府的权限和资源加以保障。要使得“人、事、财”

相匹配，“权、责、利”相统一。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增强乡镇

（街道）行政执行能力，就要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

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

道）行政执法权。

向基层赋权，需要整合事前参与、事中执行、事后处理等各个环节的行政权力。配套以相关的行政

处罚权、强制权，使得改革要求规范、稳妥地落实下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行政执行网络，

形成治理闭环。

推动事权下放的同时，还需要加大对基层的编制、财政资源的投入，落实人权财权的保障机制。要

以“人”为撬动点，统筹各类编制资源，整合条线专业人员，提升乡镇（街道）一级的指挥调配权和用

人自主权。在财权物权上，有专家认为，除适当下沉相应资源外，还要在财政体制机制建设上多下功夫，

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

权力放得下，更要放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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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行政权力下放，促进权责统一，实际是将国家治理的“主战场”转移到基层，将一根治理“长

线”切分为多段治理“短线”。但在推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一些上级部门表现出权力的控制惯性，“明

放暗不放”“此放彼不放”等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分事权外溢性强、专业性强，基层承接不住

的问题依然存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中指出，

要“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原则，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赋权清单”，同时要“成熟一批，赋予一批，

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

要让权力放得下、放得稳，具体来说，需要从三方面着力：一是要明确权责边界，通过完善“三定”

确立权责，建立权责清单和相应分类管理制度，同时保障监管力量的衔接。二是强化人员队伍，由基层

政府统筹各种编制资源，同时加强对基层队伍的专业业务和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三是保障配套设施，

持续完善上位法，优化技术配置，使得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与权责制度相匹配，从而营造良好的

改革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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