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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民情日记”

一、热点概述

在浙江，有一本“日记”从 1998年记到今天，记了 26个年头。这本“日记”里，既记满了“家长

里短”，也记下了乡村巨变，它就是发源于绍兴嵊州的“民情日记”。26年间，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入户、

倾听民声、为百姓排忧解难，把一本本“民情日记”记得有血有肉。

2004 年 12 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嵊州调研考察时，提出“让‘民情日记’更有生

命力，取得更好的实效”。随后 20 年间，“民情日记”逐渐走遍浙江、走向全国，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抓手。

小小的“日记本”何以深得民心？20年过去了，“民情日记”该如何继续写下去？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998 年 3 月 23 日，时任嵊州雅璜乡党委书记李春阳，在日记本记录下第一篇“民情日记”，呼吁

乡干部少抽一包烟、少喝一杯酒，为村里的困难户捐款。记录第一篇“民情日记”后，李春阳在全乡干

部中提出“民情日记”活动构想。

1998年 5月，雅璜乡召开会议，确定了民情日记“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连百家心”的

“四百”主题。当年年底，嵊州又加上了“办百家事、致百家富”，形成“民情日记”的“六百”精神，

传承至今。

今年 1 月至 10 月，嵊州全市各级干部累计走访服务群众 21.9 万户、企业 9900 余家，办理民情问

题 2.4万余个，“民情日记”正在书写更多的暖心故事。

目前，嵊州已建立了 71 万余份数字民情单干，并设置“一老一小”、在外学子、专业人才、救助

对象等个性化标签，便于基层干部更精准地丈量民情，为百姓提供订单式服务；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

“民情角”“民情哨点”等征集站点 200余处，民心一起想，民事一起议，不少社区难题迎刃而解，邻

里关系更和谐；在全市设置 900 余名驻企服务员，扎在生产一线，写下一篇篇“工厂日记”“车间日

记”，记录、传达企业诉求，出“金点子”、解“烦心事”“面对面”传达惠企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把

握机遇，扩产增效……

2.优秀金句：

（1）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连百家心；办百家事，致百家富。

（2）日积月累，“民情日记”越写越厚，从田野上的“微心愿”，到社区和企业的多元需求，满

载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民情日记”也越写越薄，借助大数据，将同质化的“鸡毛蒜皮”归集成“一类

事”，直击痛点、难点问题，收集民情更便捷高效。

（3）“民情日记”彰显的是为民价值观，汇聚的是解难锦囊计，擦亮的是嵊州金名片，蕴含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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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生命力，体现的是干群鱼水情。

（4）小小的“民情日记”承载的是为民服务的初心，书写的是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3.对策建议：

（1）“记什么”。记群众“急难愁盼”、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记老百姓日益旺盛的

多元化需求……

（2）“怎么记”。既要走村入户和群众打成一片；又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赋能；

从手写转变为线上的“民情数据”“民情大脑”“民情网络”……

（3）“记了怎么办”。关键在于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实实在在、桩桩件件地解决好。杜绝纸上谈

兵、光说不练，让群众检查认定、签字验收……

4.意义：

（1）记下的是“民情事”。记录的多是群众的小事，比如：小区健身器材年久失修、社区垃圾分

类投放点放置不合理、菜市场环境脏乱差、楼栋里电梯频繁故障……

（2）架起的是“连心桥”。“记录”的目的在于不断服务群众。比如：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干部

成为百姓家中常客、嘘寒问暖、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干部责任感和使命感……

（3）干部们的“智慧库”。“记录”的过程也是深挖百姓智慧。比如：群众对生活琐事的应对、

对乡村/社区建设的独到见解、对居民文化的巧思妙想……

5.担忧：

（1）政绩账本。干部通过账本自我表扬、彰显个人功绩。比如：夸大事实、非自己所做强行罗列、

功劳占为己有、掩盖其他工作人员的付出……

（2）没事硬记。不结合实际的生搬硬套。比如：事无巨细的琐事罗列、无重点冗长的流水账、简

单记录文件的堆砌、无“民情”内涵的空洞文字集合……

（3）纸上谈兵。有记录无解决方案。比如：一记了之、主观臆断、拍脑袋想办法、做表面文章、

只有问题没有方案、敷衍记录……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浙江，有一本“日记”从 1998年记到今天，记了 26个年头。这本“日记”里，既记满了

“家长里短”，也记下了乡村巨变，它就是发源于绍兴嵊州的“民情日记”。随后 20 年间，“民

情日记”逐渐走遍浙江、走向全国，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成为密

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抓手。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对策－总结结

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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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日记”是浙江绍兴嵊州发源的一项基层治理制度，它通过记录党员干部入户走访、倾听民声、

解决民忧的过程，不仅增进了党群关系，也促进了乡村的巨变和发展。这项制度可称为基层治理的一项

重要创新……

第二步——意义：

其一，精准把握民生需求。“民情日记”记录下的都是群众小事。像住房困难、就业问题、子女教

育等，虽然“家长里短”，但却是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直接影响群众的幸福感。

其二，促进干群关系和谐。“民情日记”记录的目的在于服务群众。通过记录和问题解决的过程，

与群众不断互动，增加彼此的信任与理解，群众看到干部真心实意为自己办事，也会更加支持政府工作。

其三，积累干部治理经验。“民情日记”为基层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积累。群众也是政府不可或

缺的“智囊团”，将日常的生活实践经验，通过“民情日记”传递、整合、交融碰撞。

第三步——担忧：

首先，政绩账本。部分党员干部将“民情日记”视为自我吹嘘、邀功请赏的工具。在记录时，夸大

事实、将功劳占为己有、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付出等，严重背离了“民情日记”反映民情、解决民生的

初衷。

其次，纸上账本。一些干部记录“民情日记”完全脱离实际，敷衍了事，坐在办公室里，凭主观臆

想编造内容。看似文字美好，但无法付诸实践，无法为基层治理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第四步——对策：

第一，加强干部教育。强化干部思想教育，提高对“民情日记”重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通过定期培训、榜样示范等方式，让干部掌握深入群众、了解民情的有效方法，真正做到用心记录，用

心解决。

第二，利用科学技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民情日记”。比如建立电子“民情日记”平台，方

便信息的快速收集、整理、分析和共享，提高工作效率和精准度，也为民情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和趋势、

为科学决策分析提供支撑。

第三，健全考核监督。对“民情日记”的记录质量、问题解决成效等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

与干部绩效挂钩，激励干部认真对待；同时，鼓励群众参与监督和反馈，形成干群良性互动，共同推动

“民情日记”不断完善。

第五步——总结结尾：

“民情日记”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财富，在过去取得了显著成效，面对未来，只要我们能够正视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就一定能够让 “民情日记” 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新时代的基层

治理画卷上续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