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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监督的意见》（二）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一把手”作为“关

键少数”中的关键，是党内监督的重中之重。 

  “一把手”被赋予重要权力，担负着管党治党重要政治责任。“一把手”违

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必须

以常态、有效的监督促使其做到担当作为、廉洁自律。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对“一

把手”的监督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全篇各个部分。 



  《意见》第二部分专门规定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强调紧扣党组织自上

而下监督这个抓手，强化对“一把手”监督检查，营造让“一把手”时刻感到受

监督的氛围。 

  《意见》第一项规定，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监督检查，

这是提出了对“一把手”监督的总要求。各项监督都需聚焦“一把手”，将“一

把手”作为开展日常监督、专项督查等的重点，盯住“一把手”是否履行了管党

治党责任，让“一把手”时刻感受到用权受监督。 

  对于“一把手”自身而言，要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对此，《意见》第

二项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对“一把手”监督提出了要求，并从旗帜鲜明讲政

治、带头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等五个方面作出规定。 

  党内监督的实质是组织监督，监督的根本在于自上而下、一级抓一级。破解

对“一把手”监督难题，上级对下级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

监督最管用、最有效。《意见》第三项明确提出，“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

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 

  围绕监督主体的职责，第三项规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有关地方和部门“一

把手”督促、教育、提醒的职责，以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督促省级党委加强

对下级“一把手”管理的职责。此外，在规定上级“一把手”监督下级“一把手”

的具体职责时，该项强调上级“一把手”要将监督下级“一把手”情况作为每年

述职的重点内容，从机制上推动上级“一把手”管下级“一把手”具体化。 



  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

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健全完善覆盖权力运行全领域全过程的党内监

督制度体系。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关键在于将一系列监督制度落细落实，

让制度长出牙齿，充分发挥威力。 

  《意见》在第二部分就贯彻执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民主集中制、“三

重一大”决策监督、巡视巡察、述责述廉等制度机制提出具体要求。值得注意的

是，第六项专门规定“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手’，及时发现问题”。其中，

巡视巡察报告应当将“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廉洁自律情况单独列出，

这是对巡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利于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巡视是破解对“一把手”监督难题的有效方式。近日，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

视完成进驻。此次巡视就把着力加强对“一把手”监督放在突出位置，体现了党

中央紧盯“关键少数”，强化第一责任人职责，发挥“头雁效应”的鲜明态度。 

  党委（党组）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掌握其思想、工作、作风、

生活状况，是《党内监督条例》的明确要求。《意见》第七项围绕加强对“一把

手”的日常监督，提出 3项措施，包括通过驻点调研、专项督查等方式全面掌握

下级“一把手”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落实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负责人

同下级“一把手”谈话制度，开展述责述廉、接受评议工作。同时，该项在《党

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三条的基础上，细化了述责述廉的范围和形式，要求“开展

下级‘一把手’在上级党委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述责述廉、接受评议工作”，

从而不断提高述责述廉制度的执行效果。 



  除了专列一部分内容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之外，《意见》在第三部分“加

强同级领导班子监督”中，也把对“一把手”监督作为重要内容。 

  “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一把手’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意在要求“一把手”做执行制度的表率，自觉接受监督。 

  领导班子成员也要发挥监督作用，使“一把手”置身于近距离监督之下。例

如，第八项规定，“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应当经常交换意见，发现问题坦诚向对方

提出，发现‘一把手’存在重要问题的可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此外，在《意见》第四部分“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中，共有 9处针

对“一把手”监督作出规定。 

  比如，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第十六项规定在任职回避、定期轮岗、干部交

流上对“一把手”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要求“推进‘一把手’个人有关

事项在领导班子中公开工作”。在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第十七项要求“一

把手”要带头落实“亲”、“清”要求，不得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

在执行民主生活会制度方面，第十八项规定“重点检查‘一把手’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是否态度鲜明，民主生活会是否真正红脸出汗”，推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

会真正开出辣味、取得效果。在研判信访举报工作方面，第二十项要求党委（党

组）要着重掌握群众对“一把手”的反映，纪检机关、组织部门对涉及下级“一

把手”的信访举报问题进行专题分析，按规定开展谈心谈话或及时向上级报告。 

  实践表明，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一把

手”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把自身管好了，很多事情就好办了。《意见》把对



“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作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具体规

定，将有利于破解对“一把手”监督难题，真正管住用好“一把手”，充分发挥

“一把手”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领头雁作用。 

 

 

除"指尖"之苦 减基层之负——整治"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工作综述 
来源：新华社  

  形式主义的危害是显见的，也是巨大的。 

  2020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反映一些政务 App变味走样，占用基层

干部大量时间的材料上作出“要摈除形式主义”的重要批示，明确指出移动互联

网应用程序发展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和症结，要求切实为基层减负。 

  摈除“指尖”之苦，才能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与活力。

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下，各地各部门

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取得了良好成效。 

  攥指成拳 坚决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不仅是作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贯彻落实，也会损害党中央权威、破坏党的形象。“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亦是如

此。 



  梳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表现、逐项提出规范整治的具体措施和目标

要求、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关

于进一步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通知》由中央层面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正式印发，专项整治迅速展开，一系

列后续行动旋即跟进—— 

  2021 年 1月，专项工作机制召开会议，强调扎实推进政务 App规范整治工

作，促进健康有序发展，防止矫枉过正、简单关停了之； 

  2021 年 2月，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其中，对规范政务 App整治“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问题提出明确解决措施和要求； 

  2021 年 4月，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赴多地多部门开展督查调研，通过走访、

座谈等多种方式，了解进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紧锣密鼓的一系列行动，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坚定不移抓落实，全力纠治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扎实为基层减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半年来，各地各部门重点清理面向党政机关和基层干

部的“僵尸类”“空壳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整合多头重复的程序，纠治强

行推广、滥用积分排名等问题，并对各类公众号、微博账号进行清理，以实际行

动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开刀亮剑。 

  ——数量降下来。在湖北武汉，市委办公厅牵头成立工作专班，组织全市

98个区和市直部门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开展“全面体检”，进行清理的同时



大力整合精简；在安徽芜湖，当地对延伸至镇街、村居基层使用的信息系统进行

调研摸底，关停市级及以下自建的信息系统 35个。 

  ——监督强起来。上海开展专项督查调研，到 10个市级部门、18 个区级部

门和街镇村居，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推动工作落实。江苏开展“啄木鸟行动”，

完备基层政务 App监督队伍，直接听取基层评价。 

  ——效能提起来。浙江持续做大做强“浙政钉”平台，整合兼并各种“低小

散”应用程序，要求各地各部门将确需保留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加快整合接入；

上海把市政府各部门信息化实施职能划转至大数据中心，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建设、统一维护。 

  ——制度建起来。江西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

从制度机制上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水平；贵州将规范整治工作纳

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和目标绩效考核重要内容，以结果导向倒逼工作成

效，确保为基层减负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既“当下改”，又“长久立”。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既坚持从实

际出发，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该清即清、该留则留，防止“一刀切”，也坚持

标本兼治，着手建立常态化监管措施和长效机制，努力做到为基层真减负、减真

负。 

  轻装上阵 基层干部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整治效果好不好，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 



  “最直观的就是手机‘叮叮当当’的提示音少了。”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丹

水池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张斯睿说，专项整治对工作群进行了整合，现在手机里只

剩一个领导班子群、一个干部交流群和一个业务指导群，盯群、爬楼的情况少了，

服务群众的质量也提升了。 

  这是武汉出硬招抓规范整治，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的一个缩影。专项整治开

展以来，武汉重点对 160个办公类、管理类、学习类应用程序进行整治，精简应

用程序 32个，降幅达 20%。与此同时，当地还迅速采取措施纠治重“痕”不重

“绩”、跟风点赞、时时待命、多头报送等突出问题，让基层干部有“实”感。 

  纠治“指尖”歪风，带来的是思想认识的提升。 

  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基层干部表示，这次专项整治给各级领导提了个醒，大

家普遍认识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用不好也会增加基层负担、损害党群关系。“乱

建群、搞打卡，搞各种点赞献花的现象少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弦绷

得更紧了。” 

  “过去基层单位总是爱搞几个 App，弄点花样，现在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种

行为的风险性，责任心也上来了。”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政务服务局副局长丛丽

馥的切身感受，反映了基层单位思想认识的喜人变化。 

  思想认识的提升，带来从“重痕迹”到“重实绩”的转变。“以前看群里反

应速度、举拳头的高度，现在评价严格按绩效考核来，考核和评价方式也更实在

了。”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党工委书记金建涛说，通过专项整治，基层干部

疲于奔命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工作效率和质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指上”清风，带来工作“新风”。 

  基层干部“键对键”的时间短了，才能把更多精力用在和群众“面对面”、

为民解忧纾困的实事上来。吉林省长春市汽开区东风街道党工委书记盛新春原来

有 60多个群，每天早上都被各式各样的信息“轰炸”。“现在我们对手机上的

各类工作群都进行了整合，基层干部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到一线去。” 

  “通过专项整治，大家完成了从‘群里吼’到‘实地走’的工作作风转变。”

金建涛介绍，过去街道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被动回复，分散了大量精力。通过专

项整治，大家到社区一线服务的时间更多了，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也更近了。 

  “指尖上的烦恼”少了，基层干部的精气神也焕然一新。 

  不再“提心吊胆”“焦虑分神”，可以“静下心来干实事”，是此次专项整

治过程中不少干部的最直观感受。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闫伟峰明显感觉到专项整

治后自己工作、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工作群清理整顿后，我有了更多

精力抓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生活上的烦恼也少了很多。”闫伟峰说，不仅

基层干部减轻了负担，群众的好评也让他们很受鼓舞。 

  “基层街道和社区工作繁杂，过去工作人员手机里大大小小各种工作群，忙

一两个小时不看，就能攒上百条未读消息。”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党

工委书记王玮华说，现在经过清理整合，工作群少了，大家发通知前都会“提炼

重点”，确保消息精简凝练、言之有物。 



  “没想到中南海的文件和基层干部的感受这么一致。”在吉林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永波看来，党中央“一竿子插到底”抓专项整治工作，体现了党中央对

反对形式主义的要求更细致更具体，释放出一锤接着一锤敲、不断走深走实的强

烈信号。 

  久久为功 推动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不能仅限于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要巩固整治

成果，防止反弹回潮，就必须建设长效机制，加强常态监督，进一步解放基层干

部干事创业的手脚，让他们沉得下心思、迈得开步子。 

  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要在巩固整治成效上下功夫—— 

  湖北委托专业机构充分运用技术巡查手段，对全省网站、平台、自媒体、工

作群等进行巡查抽查，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问题；天津发挥基层观察点、观察

员“瞭望哨”作用，提升信息反馈能力，深入了解整治工作实际效果和基层真实

感受…… 

  记者了解到，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纳入基层减负常态化工作，对突

出问题定期“回头看”，防止反弹回潮将是各地区各部门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同

时，中央网信办、国务院办公厅也将加强对地方和部门的指导，对此次整治发现

的问题拉单挂账，逐一推动解决。 

  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要在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广东上线运行面向全省公职人员的“粤政易”App，要求原则上不再单独新

建移动应用，已经独立建设的，要分步分类对接或整合到“粤政易”平台；山西

构建起集中统一、技术兼容、安全高效的政务移动应用体系，原则上全面依托“晋

政通”提供服务…… 

  控增量，提质量。记者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国务院办公厅正抓紧研究制定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建设和管理办法，建立统筹管理、审核备案、评价反馈、清

理退出等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向常态化管理转变。 

  长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要在创新基层治理“新思路”上下功夫

—— 

  在采访中，武汉的一位基层干部举出的一个“小例子”，反映出专项整治后

的“大变化”：以前办理 8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津贴，需要社区工作者上门核实，

群众较为抵触。现在通过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增加行政和事业编制，运用大

数据系统，社区工作者上门不再是看老人是否健在，而是通过“三帮四查”，即

帮做饭、看病、代购生活物品，查吃、穿、住、行来落实，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

可。 

  从抵触到认可，转变的是基层作风，赢得的是百姓认同。从“群里吼”到“实

地走”，一批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基层干部为群众服务的能力更强了。 

  驰而不息，方能久久为功。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形式主义，让

基层干部卸下更多无谓的负担，“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必将使基



层工作更加高效，干部作风更加务实，百姓获得感更加充实，为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