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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从春晚小品《花架子》看基层减负

一、热点概述

春晚小品《花架子》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镇长看到沿街商户玻璃脏了，提醒“玻璃该擦擦了”，

被传达为“一周一擦”，最后演变为“一天一擦”。“建议”变成“要求”，层层加码执行，小品把形

式主义如何加重基层负担，表现得直观而深刻。

节后首个工作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释放出整治形式主义、

持续为基层减负的鲜明信号，传递着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的鲜明导向。

二、专业点评

1.人民日报评论：

整治违规借调，规范过度留痕，减轻“初稿压力”……减负，就是把那些占用时间同时毫无意义或

不该基层承担的事项减掉。找准了痛点、难点、堵点，才能避免成为走过场或者增加新负担；不必要的

负担，往往根子在上面，多从源头和上级找问题，多在制度机制上下功夫，才能抓常抓长，避免雨过地

皮湿。

2.中国组织人事报：

事实证明，减负不仅不会减责，还会促进干部更好担负起应尽之责。因此，评价减负成效，也要在

实践中看效果，既看无谓负担是不是真轻了，更看工作实绩是不是提升了。会少了，往田间地头跑得多

了，一名村干部在谈到减负效果时，说现在忙得充实、忙得踏实。减负，减的是无谓负担，去的是思想

包袱；增的是真抓实干的时间，添的是敢想能干的劲头。

3.廉政时评：

古话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无论是小品里的“花架子”还是现实中上演的“破门亮

灯”，根源都在于相关领导干部没有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权力观、政绩观和事业观出了问题。他

们往往热衷于对上表现、对下敷衍，不考虑长期工作实效，只看短期表面文章，为此不惜盲目下指标、

派任务，层层加码施压，搞一些华而不实的“花架子”来展示“成果”、装点门面，结果给基层添堵添

乱，给人民群众增加了负担。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 2025 年春年联欢晚会《花架子》小品中讽刺了基层存在层层加码，提高要求，摆花架子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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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答题结构【点题-危害-原因-对策-展望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基层工作是离群众最近的“最后一公里”，层层加码却成为这路上的“绊脚石”，让政策的温暖难

以抵达民心。小品《花架子》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深刻讽刺了基层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层层加码、

摆花架子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剖析与警醒……

第二步——意义：

第一，切实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影响政策落实的实效性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第二，降低政府公信力，影响政府形象，，让群众对政策信任度降低，造成群众信任危机，拉远干

群关系……

第三，有不良的带头作用，污染基层政治生态，长此以往会动摇执政根基……

第三步——原因：

一方面，是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懈怠、意志消沉。另一方面，是考核制度不科学。与此同时，管理监

督缺位。

第四步——对策：

第一，打造作风建设“硬脊梁”。定期开展作风建设活动，组织基层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通过讲座、调研、研讨等形式，让干部领悟为人民服务的内涵。鼓励干部深入群众，倾听需求，解决实

际问题，摒弃形式主义……

第二，用好监督问责“金箍棒”。建立全方位监督网络，整合内部、群众和媒体监督力量。内部不

定期抽查，设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发挥媒体曝光作用，对查实的形式主义行为严肃问责……

第三，建立容错机制“安全网”。明确容错范围和标准，对非主观故意失误给予容错。制定规范的

申请、审核、认定程序，将容错与纠错结合，让干部放下包袱，担当作为……

第四步——展望结尾：

从《花架子》的讽刺到现实治理的改进，本质上是一场工作人员角色回归的觉醒——唯有以群众获

得感为标尺，方能打破“加码循环”，让政策执行从“花架子”变成“实路子”。

（二）你怎么办

1.“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持续为基层

减负”……一段时间以来，领导人在地方考察时多次就为基层减负提出明确要求。谈谈你认为该如何把

为基层减负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答题结构【点题-具体措施-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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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果把上级的政策和要求比作“千条线”，基层干部就是“穿针引

线”的人。下足绣花功夫，把为基层减负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才能让基层干部放开手脚，把好政策绵

绵密密扎实落实到群众中去……

第二步——具体措施：

下足绣花功夫，必须下真功夫、硬功夫，容不得半点花架子。为基层减负贵在实，要从细处着眼、

从实处着力，以实干求实效。发文开会少了，抓落实时间就多了；工作留痕少了，服务百姓时间就多了。

减负工作的成效是百姓脸上的笑脸，是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是各项改革任务不断落实落地的生

动实践……

下足绣花功夫，就要有决心、有恒心，一针一针刺、一线一线绣。曾有基层干部以为，减负是一阵

风，抓的时候紧一紧，避避风头又弹回来了。如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出台，一条条

铁规矩、硬杠杠化作基层可感可及的政策举措，既让上级部门给基层派单子时有了“紧箍咒”，也给基

层干部吃下了“定心丸”，切实感受到为基层减负不是“一时”的事，而是“一直”的事，心里更踏实

了，干劲更足了……

下足绣花功夫，还须磨好“绣花针”、用好“穿针法”，实干善为绣出“锦绣图”。如何更好发挥

“以考促干”的效能？一些地方通过提高“群众满意”在考核中的权重，更好引导基层干部眼睛向下、

脚步向下。如何防止“指尖”之负反弹回潮？一些地方推行政务应用程序“凡建必审”，从制度机制层

面倒逼部门间打通数据共享通道……

第三步——结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广大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下足绣花功

夫，把为基层减负工作抓出习惯、抓出长效，让基层干部有劲头、有奔头，有更多时间抓好各项改革措

施落实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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