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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孝东

记者：推进领导干部接访常态化，对提升信访工作

质效有什么意义？

王军：领导干部通过接访走访，可以了解更多真实

的信息，有效防止日常工作因层层报告带来的信息失

真。通过听取群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能够发现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各部门改进工作作风，为科学决策

提供坚实基础。其次，由于部门职能设定，各个部门在

解决信访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领导干部接访，

可以牵头相关部门会商会办，整合多方资源力量，通过

跟踪督办，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合力化解信访难题。最

后，领导干部在接访中面对面与群众交流沟通，答疑解

惑，能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进群众对党委、政府工

作的了解和认同。

王勇：从实际效果看，领导干部常态化接访，对提升

信访工作质效作用明显。一是提升了信访事项办结

率。滁州市对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事项实行“红黄牌”管

理，全流程管控办理进度。二是提升了信访积案化解

率。滁州市把信访突出问题纳入领导干部接访走访的

重点内容，要求包案领导定期开展约访、走访、家访，将

心比心、换位思考，力求在一线发现问题、厘清症结，在

一线化解矛盾、为民解忧。三是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各

级领导干部坚持情理法结合，既解决实际利益问题，也

化解了群众思想上的疙瘩、情绪上的对立、观念上的冲

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记者：省领导多次带头赴基层接访，对加强和改进

当地信访工作起到了怎样推动作用？

王勇：省领导集中接访层层传导压力的同时，能有

力推动各级各部门强化源头治理意识，努力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我

们严格对标省委“接访不走过场”工作要求，推行党政领

导“1+X”接访模式，坚持随机接访和重点约访相结合，做

到人员不选择、事项不过滤、时间不限制，确保有访必

接、有难必解。矛盾化解更加有力。领导干部接访走

访，为基层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抓手。

有些信访积案难案，在包案领导牵头下，通过提级办理、

专案专班的方式，能够得到有效化解。基层基础更加巩

固。领导干部接访走访，推动基层将更多力量投入到源

头预防工作中。我们将信访工作责任作为“一把手”抓

基层党建必述必评必考的重点内容，切实形成了层层抓

落实、层层抓信访的良好格局。

记者：今后还要在哪些环节发力，确保“接访不走过场”？

王军：首 先 ，要 进 一 步 强 化 信 访 工 作 体 制 机 制 建

设。信访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是《信访工作条例》的基本

要求，推动体制更加健全，确保机制真正发力，领导接访

才能做到接重点、解难点，而不至于所有信访问题都由

领导接访解决。其次，化解信访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接访常态化的理念，严格落

实《信访工作条例》有关规定，把信访工作与业务工作同

研究、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问责，坚持常

态长效，扎扎实实做好信访工作。

王勇：一要在闭环管理上下更大功夫。对领导接访

的信访事项要建立台账，逐件跟踪督办，化解过程中遇

到了难题，还应再次提请接访的领导研判调度，直至“案

结事了、息诉息访”，用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凝聚民心。二要在督查考核上下更大功夫。应当将领

导干部接访情况纳入党员干部年度述职，报告接访了多

少案件、解决了多少问题，用数字说话、靠实绩评比，更

好地调动党员干部直面群众接访下访、用心用情解难帮

困的积极性、主动性。

健全体制机制
强化闭环管理

领导干部接访如何做到常态长

效？确保“接访不走过场”，还要在

哪些环节发力？记者就此对话有关

专家和地方信访部门负责同志——

对话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教授 王军
滁州市委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 王勇

■ 本报记者 范孝东
本报见习记者 班 慧 方 舢

建立五级接访机制

提高接访频次

2 月 24 日上午 8 点 30 分，合肥经开区综

治中心的一间接待室内，来访群众李方龙与

合肥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建

文面对面而坐。

“我还有 10 多万元工资没结清，法院已

经判决原班组长付清剩余的劳务费，可他欠

债过多，目前没有偿还能力，怎么办？”李方

龙焦急地说。

“老李，别着急，我们把当时带你干活的

班组长也约来了。今天参与接待的有建管

中心、人力资源、信访等部门负责同志，还有

高新区法院的法官，大家一起想办法。”梁建

文安抚李方龙情绪。

在 各 方 协 调 下 ，李 方 龙 与 班 组 长 张 某

达成了分期还款的协议。双方约定，剩余

工资款将分 3 期结付，最终将于明年 6 月底

前付清。

前 不 久 ，省 根 治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工 作

领导小组发布公告，决定于 2 月 22 日下午

开展根治欠薪全省统一集中接访活动。当

天，我省各市、县（区）均成立由相关负责同

志领衔的工作组，集中接待有欠薪投诉的

群众。“经开区清欠办在全省统一集中接访

的基础上，这两天又安排了多场清理欠薪

的接访活动。”合肥经开区组织人事局副局

长张华介绍。

集中接访活动，在安徽已不是新鲜事。

2021年 12月，省委组织开展了第一轮省领导

集中接访活动，在 16 个市和省属高校、省属

企业公开接访群众。去年 12月，第二轮省级

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如期开展。

此后，“省级领导带头接访、市级领导定

期接访、县级领导开门接访、乡镇领导随时

接访、村居干部上门走访”的五级接访机制，

成为我省信访工作的一项制度化安排。

制度规范下，我省各级领导接访频次大

为提高。“县领导每月不仅有定期接访，遇

到较为复杂的信访事项，还会随时接待来访

群众。”采访中，某县信访局局长告诉记者，

去年该县领导的接访量是近 5 年来最多的

一次。

作为合肥经开区分管信访工作的副主

任，梁建文近期的接访安排较为密集。“春节

假期后上班至今，每周都有接访，其间还有

几次上门回访信访群众。”梁建文告诉记者，

领导接访频次提高的同时，辖区群众越级访

现象大为缓解，“截至目前，今年的越级访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0%。”

创新接访走访方式

缓解“访难”“访累”

记者走访发现，为落实省委“接访不走

过场”要求，一些地方在提高领导接访频次

的同时，还结合工作实际和群众需求，创新

接访走访方式，最大程度缓解群众“访难”

“访累”问题。

2 月 16 日，南陵县政法领域“专家门诊”

开诊的日子。从上午 8点 30分到下午 2点 20
分，南陵县委政法委书记刘敏牵头县公安、

检察、法院、司法、信访等部门负责同志轮班

参与接访。当天累计接待来访群众 8批次 10
人次，登记信访案件 8件。

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一直是化解信访问

题的难点堵点。南陵县信访局负责同志告

诉记者，该县建立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联合接

访制度，设立政法领域“专家门诊”，自 2月 16
日起，明确每周四为固定接访日，由县委政

法委牵头“公检法司”坐班接访。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联合接访制度，运

用更强的行政资源合力推动问题化解，可有

效解决信访案件归属界定难题，有助于推动

实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室’登记、会商和

清单闭环化解。”该负责同志表示。

针对基层普遍存在的“白天干部下村、

群众外出干活，傍晚干部回乡、群众收工回

家”的“时空错位”现象，歙县去年在全县开

展“驻村夜访”活动，利用群众夜晚闲暇时

间，组织党员干部下基层入户走访。

2020年，连接黄山和千岛湖的黄千高速

公路安徽段开始施工。由于该条高速公路

桥隧占比高，仅在深渡镇域内，就建有 2个隧

道。“隧道爆破时产生的冲击波造成附近居

民房屋一定程度受损。”歙县深渡镇综治中

心主任庄利文介绍，当时反映房屋受损的村

民不在少数。

了解情况后，深渡镇、深渡社区两级干

部组成工作专班，每天晚饭过后主动逐户上

门，累计完成 171户农房的损毁鉴定工作，并

第一时间协调落实补偿，共发放补偿款 32万

余元。

“镇里和社区干部经常晚上一起来到我

家，查看瓦片脱落、墙体开裂情况，现场拍照

取证，帮我争取赔偿。”回忆起当地干部入户

夜访的情景，深渡社区村民姚炳德竖起了大

拇指。

坚持“谁接访谁包案”

确保不走“过场”

日 前 ，记 者 来 到 某 市 一 区 信 访 局 采 访

时，该区信访局局长正在协调安排第二天区

委书记的接访活动。

据 介 绍 ，在 省 委 高 位 推 动 下 ，当 地 从

市到区将信访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常

态 化 开 展 领 导 干 部 接 访 工 作 ，坚 持“ 谁 接

访 谁 包 案 ”原 则 ，给 当 地 信 访 工 作 带 来 积

极变化。

“有些信访问题比较复杂，跨行业、跨部

门，往往需要相关领导甚至是党政‘一把手’

牵头协调才能有效化解。”该信访局局长坦

言，领导干部接访可有效传导压力，督促相

关部门落实责任，“像这次群众反映住房建

设质量问题，有区委书记接访包案，能有效

压实责任，推动相关部门合力化解。”

采访中，不少信访系统工作人员向记者

反映，与过去相比，当前我省各级领导干部

接访工作结果导向更为鲜明。

“以前案件到领导那里，就是等领导拍

板作决定。现在领导接访，则是全过程参

与。”某市一开发区综治中心主任告诉记者，

对领导干部接访事项，该开发区严格落实

“清单+闭环”工作机制，实施“三定三包”责

任制，即定工作专班、定化解措施、定化解期

限、包掌握情况、包解决困难、包思想疏导，

推动问题化解。

确保“接访不走过场”，关键要做好信访

事项的办理落实工作。实践中，我省各地在

扎实开展领导接访的基础上，对一些重点信

访案件实施“揭榜挂帅”机制，着力推动信访

难案、积案化解。

肥西县自去年 6 月起，把群众近年来反

映问题突出且较难化解的事项梳理成动态

榜单，采取个人自荐、部门会商推荐等方式，

进行揭榜，以此推动各级党员干部抓实、抓

好信访工作。

“ 县 委 督 查 考 核 办 公 室 会 同 县 信 访 局

每天对‘揭榜挂帅’信访事项跟踪督导，挂

帅人员（责任人）按时完成情况自动纳入干

部一线考察档案，予以加分并同步纳入干

部干事创业档案。”肥西县信访局相关负责

同志介绍，信访事项“揭榜挂帅”机制实施

以来，该县重点信访案件办理速度和质效

显著提升。

接访常态化 办理提质效

■ 李明杰

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近年

来，我省持续深化信访改革，不断畅通和

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

通道，以实际行动和实在成效，打造“接

访不走过场”的群众口碑。信访工作要

让群众满意，真正赢得群众口碑，必须再

接再厉，用“真诚之心”“躬身之姿”“俯身

之行”做好接访走访工作。

以人民为中心，做信访群众的“知心

人”。信访工作既然是群众工作，办群众

的事、解群众的难，当然要听群众的“心

声”。“群众利益无小事”，尤其群众信访

事件，往往是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大事，甚

至是急事、难事，各级党员干部既要带着

感情，更要带着责任，将心比心、认真对

待。面对能解决的问题要尽快解决，面

对有难度的问题要想方设法解决。面对

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要耐心和信访群

众沟通，耐心细致地倾听群众的心声、意

见，在听的过程中，找出问题的症结所

在，有的放矢地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赢得群众理解。

创新工作方式，做信访群众的“暖心

人”。面对群众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一

些党员干部感到棘手难办，一定程度上还

是因为深入群众不够，向群众学习不够。

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群众的

感受是最真实、最直接的，解决问题办法

往往就在其中。要俯下身子，放下架子，

变“坐诊”为“出诊”，深入问题发生地进行

走访，向群众问需问计。要充分利用信息

化手段，实地走访“熟门路”，线上回访“常

联系”，通过电话、微信、网络、智慧执行等

方式，密切联系群众，主动走近群众。要

在“接访”和“走访”中见人见事、见微知

著，找出共性问题，学会归纳总结，把基层

最真实的情况带上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

上去，解开群众“心结”。

践行为民之事，做信访群众的“贴心

人”。利民之事必行之，为民之行不懈

怠。赢得信访群众口碑，最终要落实在

一件件信访难题实实在在解决上。要在

努力提升执行质效的同时，大力推进信

访案件多元化解。既要密切与基层党组

织和群众自治组织联调联动，前移服务

“阵地”，也要聚焦涉农民工工资、涉民

生、涉企执行案件等，将实质化解工作前

移，变“被动接访”为“主动服务”，切断执

行信访“导火索”。各级领导干部要杜绝

“走过场、一阵风”的心态，打掉高高在上

的“官僚气”，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立根原在破岩中”的恒心抓好信访

工作，不断完善优化信访工作体制机制，

推动新时代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用心用情方能不走“过场”

图为安庆市望江县的信访人员对来访群众办理事项热心指导登记。

本报通讯员 江 胜 周 瑛 摄

·
面
对
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