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看得见的进步

1

热点事件：“吓唬式执法”要不得

一、热点概述

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1 月 13 日，一广东网友投诉称，茂名市沙院镇一黑色皮卡车停靠路旁，一

男子下车未付钱拿走店门前的一盒商品，然后驾车离去。该网友质疑道：“一盒饼干还买不起，已经不

是第一次了。”1月 14 日，沙院镇政府综合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男子系执法人员，督促商户

不要出店经营没效果，所以拿走商户的东西“吓唬吓唬”。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文明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维护市井烟火气和地方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1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要坚决防止粗暴执法、随意执法、趋利执法和不

文明执法。类似执法行为每每被曝出，都引发舆论质疑，也折射出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的紧

迫……

（2）行政执法工作面大量广，面对的对象和情形具体复杂，虽然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也要

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对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次“坏”执

法所产生的不良效应，可能需要数十上百次的文明执法来弥补。这可不是“吓唬”……

（3）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

行政执法不是“吓唬”人的工具，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次执法行为中都能看到风清气正、在每一个执

法决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每一位行政执法者的必答题……

2.对策建议：

（1）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定期开展全面系统的法律知识培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和职业操守……

（2）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执法过程的全程监控，拓宽外部监督渠

道，主动接受媒体监督……

（3）转变执法管理理念。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注重执法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人性化，转变执法理念，实现从“管理型执法”向“服务型执法”转变……

3.原因分析：

（1）执法人员素质欠缺。部分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执法缺乏法律依据；一些执法人员职业道

德缺失，没有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将执法权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2）执法监管机制漏洞。内部监督存在漏洞，监督标准不明确，监督方式单一，流于形式；外部

公众监督渠道不畅，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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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理念存在偏差。一些执法部门过于注重管理结果，忽视执法过程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部

分部门缺乏对执法人员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容易出现执法偏差……

4.危害分析：

（1）破坏法治根基。罔顾执法的权威性，仅凭个人意愿随意采取行动，严重违反执法规定，使法

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削弱民众对法律的信任……

（2）损害政府公信力。执法人员的言行代表政府的形象，会让大众认为政府管理不善、执法不规

范，对城管部门乃至整个政府产生不满和抵触……

（3）激发社会矛盾。极易引发民众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容易产生对执法者产生反感和怨恨，破坏

执法者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日，有报道称茂名市沙院镇一执法人员驾驶皮卡车，未付钱拿走店门前一盒商品，理由是

督促商户不要出店经营没效果，想 “吓唬吓唬”商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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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原因-对策－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这一事件看似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大问题。执法人员本应是维护市场秩序、保

障公平公正的执行者，其行为却严重背离了执法的初衷与原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第二步——危害：

其一，损害政府公信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建立在执法人员规范、公正执法的基础之上，此类行为

会让民众对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产生质疑。

其二，激发社会的矛盾。破坏了政府与商户之间的和谐关系。原本应是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城市发

展的双方，因这种不当执法行为产生对立情绪，不利于城市的日常管理与长远发展。

其三，破坏法治的根基。对法治精神造成冲击，违背了依法执法、程序正当的法治理念，可能让民

众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动摇。

第三步——原因：

第一，执法人员素质欠缺。部分执法人员自身法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不高。在思想层面，没有深

刻领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缺乏对执法权力应有的敬畏之心。在业务能力上，对相关法律法规及执法程

序的掌握不够精准和熟练，导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无法正确运用法律武器，采取了不恰当甚至违法的手

段，如此次未付钱拿走商户商品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基本的执法准则。

第二，执法监管机制漏洞。内部监管方面，对执法人员日常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不够常态化、精细

化。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执法行为记录与审查机制，使得一些不当执法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和纠正。外部

监督渠道也不够畅通，虽然有民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但缺乏有效的反馈和处理机制，导致民众的监督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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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回应和处理，让监督流于形式。

第三，管理理念存在偏差。相关部门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过于注重管理结果，追求表面上的秩序井

然，而忽视了管理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和人文关怀。将管理简单地等同于约束和管制，没有充分认识到城

市管理需要政府、商户和民众共同参与、相互配合。这种管理理念的偏差，使得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

优先考虑采取强硬手段，而非通过沟通、引导等柔性方式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此类不当执法事件。

第四步——对策：

第一，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制定系统培训计划，定期开展法律法规、执法程序与职业道德培训，通

过案例分析、模拟执法等形式，提升执法人员运用法律及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同时，提高执法人员准

入门槛，在考察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基础上，重点考核法治观念、道德品质与沟通能力，通过多种选拔

方式吸纳优秀人才。

第二，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内部建立严格的执法行为跟踪审查制度，上级部门定期与不定期检查下

级工作，详细记录执法环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设立内部举报奖励机制。外部拓宽监督渠道，设立专

门投诉热线和网络举报平台，对媒体曝光事件迅速调查并公开结果，邀请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

定期评估监督。

第三，转变执法管理理念。相关部门要明确城市管理目的在于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城市繁荣，执法

人员需树立服务意识，处理问题时主动沟通、提供建议，帮助商户解决困难，引导其自觉遵守规定。同

时，加强与商户、社区及其他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共同探讨管理方法，协同工商、

环保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提升管理效率。

第五步——总结结尾：

这一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城市管理与执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法治原则，规范执法行为。

只有打造一支素质过硬、执法规范的执法队伍，才能真正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实现城市管理的有序、

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