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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26 少些“花式汇报” 多些真材实料（@浙江宣传）

热点背景
面对上级部门的考核、调研，做 PPT 汇报在基层已成为常事。今年 4 月，某地要求村支书做 PPT 述
职的消息曾引发热议。有人质疑：“明明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为什么非要做成 PPT？”

出题方向 “花式汇报”，你怎么看？

应用领域 形式主义、基层减负

问题表现
在有的基层汇报的“武器库”里，PPT 已然不算新。随着拍总结视频、排练工作情景剧等“新招”的出现，
一些地方和单位汇报的形式越来越“卷”，也耗费了基层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精力。

☑影响分析
□问题分析
□原因分析

[积极影响]随着时代进步，汇报适当采取视频、PPT 等不同的形式，可以更加直观地突出工作重点、
展示工作成果，听众的代入感会更强，汇报效果能够得到提升。
[消极影响]当汇报过于注重形式上的所谓“创新”，过多过滥，甚至不顾条件、不论对象、不分内容地
要求在汇报形式上进行“创新”，那么形式主义的苗头就出现了：
——①费时费力、费尽心思。做 PPT、拍视频都是相对专业的活，想做好得花不少功夫。比如，一
年内的各种重大活动都得事先存好素材，以防要用时找不到，PPT、视频的文案既要表述准确还要
文采飞扬，采用的画面、图片清晰度要高，后期剪辑的场景特效要有高级感，等等。
——②人力紧张、经费燃烧。基层工作人员往往身兼数项工作，制作视频、排练情景剧之类的任务
繁多，操作起来要花费大量时间，这让基层本就紧张的人力更紧张了。有的年轻人学得快，在汇报
时被发现做得不错，还会被“借”去相关专班工作。

□影响分析
☑问题分析
□原因分析

——①难听到真情况。既然是非现场的汇报，为了让大家留下好印象，有的地方或单位总是想尽办
法让成绩显得更显眼，却对不足之处“点到为止”，浅浅地提一下或者根本不提。经过这样的“艺术加
工”后，真实的工作信息还剩下几成，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②难留下真成果。汇报形式“卷”得激烈，不少基层干部看起来每天都在忙活，但很多时间都用
在了“创新”总结形式上了，真正的成果却很少。比如，辛苦排练很长时间的情景剧，“比武”结束后就
没了用武之地；作为“活动标配”的视频，很多时候也只有自己人在点赞转发。
——③难得到真成长。为了完成汇报的任务，有些基层工作人员白天拍视频、排练情景剧，只能晚
上加班干本职工作。明明忙前忙后没得停，却很难腾出精力去思考该怎么做好工作、深化工作，更
谈不上在工作中磨砺本领、成长成才了。
——④难产生真价值。基层干部贴近一线，本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民服务中去，让上级
的政策在一线得到落实，让基层百姓的急难愁盼得到解决。然而，当“花式汇报”占据了他们太多的
时间精力，反而会让他们难以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创造不了真正的价值。

对策分析
★★★★★

如何让汇报回归内容，让基层工作人员将更多精力放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上？
——①少些会场，多些实地。“纸上得来终觉浅”，要想了解真工作，研究真问题，还是要多多深入
实地，充分利用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看看现场的工作成果，千万不要被“花
架子”迷住了眼。
——②少些打扰，多些支持。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既要看到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也
要直面基层面临的人手不足、专业能力待提升等实际困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此外，对名目繁
多的总结、展示，该合的合，该撤的撤，让基层能用有限的时间给群众创造更大的实惠。
——③少些“痕迹”，多些“实绩”。考核是指挥棒，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改善考核方式，避免无限度地
在工作总结和汇报的形式上进行比拼与内耗。指标不是越多越好，分数不是越细越好，“痕迹”不是
越详尽越好。不妨在考核要求上多一点工作的实效，用科学的考核方式，引导基层干部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潜心干事创业。

金句集锦 ◎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案例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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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牛刀
O面对上级部门的考核、调研，做 PPT 汇报在基层已成为常事。随着拍总结视频、排练工作情景剧
等“新招”的出现，一些地方和单位汇报的形式越来越“卷”，也耗费了基层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精力。
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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