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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君强调，陪同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级领

导，还包括本行政区域外的来访人员参观调研

等接待活动。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杨万东，陪同客人“吃

饭、喝酒、休闲是家常便饭”。

11 月 18 日，杨万东说，老板前来考察，上

级来督察，都需要一位县领导陪同。 有些重要

的客人，除了“一把手”陪同外，还要两三位常委

跟着。

他说， 外地客商前来考察投资， 一般都需

要一两天时间， 陪同的县领导基本上全天围着

他转。 一个普通的项目， 至少需要一位县领导

陪着，“要是很重要的项目，一个班子的人都得

陪着”。

要是部委、省里来的重要人物，有的需要

“全陪”：提前到高速公路口接，车队到宾馆后，

吃饭、开会汇报情况，陪同到现场视察，集合开

会总结情况，走的时候还要送到高速路口，“更

重要的人物，四大班子领导都要来”。

杨万东说，这种“全陪”的情况还不少，平时

上面的财税检查组， 项目督察组接待， 都需要

“全陪”。

郑建君说，他们调查的情况是，一旦上级官

员出差或到本地视察，“一把手” 肯定要全程接

待。他们对全县情况掌握更全面，是汇报工作的

最佳人选。

领导干部用于“陪同上级领导或本行政区

域外的来访人员视察调研、 参观考察等接待活

动方面”的时间占到周工作总用时的 9%。

职位越高的干部用于陪同的时间越长，党

政“一把手”周均陪同时间为 6.25 小时，明显多

于其他领导干部的 3.93 小时；常委周均陪同时

间为 4.80 小时， 多于其他非常委领导干部的

3.25 小时。

在陪同次数方面，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

4 次，比其他领导干部的约 2 次多一倍。

县处级干部：陪领导多，下基层少

社科院发布县处级领导日常工作生活观察报告

县“一把手”平均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

当前一般群众与党政领导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 造成这

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近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组成课题组，针对 8 个省市 12 个县

（区或县级市）的 162 名县处级干部，从去年开始展开一项“县处级

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首次以科学方法描述出了我

国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的一般状况。

研究结果表明，县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

方式及特点，正是造成干群疏离感的重要原因。

“我们是夹心饼干的中间那层， 老鼠钻风

箱———两头受气”，杨万东连续用两个通俗的比

喻来形容他们的处境。作为常务副县长，他比较

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经济发展压力， 另一方面

来自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一天到晚这么辛

苦，还要挨上面批评，下面挨老百姓骂，心里感

到很委屈。 ”

为了县里招商引资， 这位副县长出去也是

求爷爷告奶奶， 但在外面做的很多工作别人看

不见，外人还以为他出差是在花天酒地。“上面

下达一些经济指标，不管县里的实际情况，必须

刚性完成。”杨万东说，为此县里要向乡镇、街道

分解指标，“基层完成有困难， 久而久之基层也

有些想法和怨气。 ”

杨万东去年卸任西南省份一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职务。 11 月 18 日，他说，他任上具体

事儿特别多。“不是我去找别人，就是别人来找

我”，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杨万东还要保证随叫

随到。

2008 年他先后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

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 那期间他基本上全天候

工作，“经常通宵， 最多的一次连干 3 个通宵。”

平时的工作也很繁琐， 除去重大节日以及洪涝

等灾害时期外， 杨万东平时需解决信访、 矿产

资源纠纷、 烂尾楼处理以及维稳等繁琐的事

件。

杨万东的例子在社科院政治所的课题报告

中得到体现。 郑建君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博

士， 他曾花一天时间贴身观察一位县委“一把

手”：

早晨 7 时 50 分，某县县委书记到医院例行

体检，只检查一项即离开。

8 时 15 分， 他回到县委开会，10 时左右结

束。

接着继续开会，到 11 时结束。

从 11 时之后开始，一小时四拨人找他汇报

工作，直到 12 时还没结束。

下午 2 时许， 这位书记先后到老干部活动

中心和社区考察老年人健身场所的修建情况。

下午 4 时多，他又跑到一个乡镇调研。直到

晚上，才回到县委。

参与此次课题组的副研究员田改伟说，这

些领导干部平时住在县里， 晚上十来点钟开班

子会很正常。“他们工作非常辛苦。”中国社科院

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肯定这些干部群体的勤政程

度。 他说，“要知道这群人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

工作强度，常人是很难承受的。”据统计，县委书

记、县长平均每天要工作 11 个小时。

与“陪同多”形成对照的是，田改伟他们通

过比较发现，职位越高的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

时间似乎越短。 另外，除了上述“陪同多”之外，

会议多、出差多、休闲少是县处级“一把手”的工

作生活特征，报告中称之为“一少三多”。会多也

是杨万东对工作的一个主要感受。

作为常务副县长的他， 处理文件和开会是

他的主要工作形式。“开会差不多占 30%的工作

时间”，县长外出期间，他还要主持县里的工作。

除了县里开会，杨万东还要外出开会，跑钱跑项

目，“给上级汇报工作， 或者去推介县里的项

目。 ”根据课题组调查，党政“一把手”平均每周

开会 5.55 次， 多于其他领导干部的平均每周

4.35 次。“会多不一定是坏事，”田改伟对这种现

象并不意外。“会多”与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工

作特点有关。县级党委政府需落实上面的政策、

传达精神，协调各方力量，部署具体工作。

课题组的报告显示， 县处级干部“走访慰

问”、“接待来访”和“谈话”一共占周总工作用时

的 5%，“似乎更显得偏少了一些”。

“一把手”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

职位越高陪领导时间越长

县级干部会议多，走基层少

县处级官员自称“两头受气”

记者：你们的观察对象是怎么找到

的？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

大致有三种途径。 最先想到的是我们所

设在不同地区的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我

们也比较熟悉，认为很容易谈成。 但也

不是所有的都谈成了，有的就是“一把

手”不同意；第二种方式是得到了有关

省委领导的推荐和帮助，通过这种方式

联系成功率比较高；剩下的是我们主动

联系的，但这种碰到的钉子最多。

记者： 为什么你们主动联系的，被

拒绝的多？

房宁：这事比较敏感，很多地区的

领导怕造成误会。 我认为这背后与干

群、党群关系比较敏感有关。 不过能找

到这么多人，基本科学性有保障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拒绝你们？

房宁： 他们也不是说这事不能研

究，不能披露，但很谨慎，有顾虑。

记者：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田改伟：理由很多，有的机票都买

好了，说不让去了。 有的是跟领导汇报

后没通过，有的说太忙没时间 ，有的说

缺少人手协调接待等等。 这些领导也许

担心，前来观察的人是不是来监督他们

的？ 我们一再解释，说只是个学术研究，

没有官方背景，但他们仍不放心。

郑建君： 当时联系江苏的一个县，

正好赶上当地党委换届 。 当地领导担

心， 这个时间点突然有人来盯着他们，

这算怎么回事？ 据估算，我们主动联系

的县市当中，三分之一拒绝了请求。

对话

三成联系对象拒绝观察

记者：你们为什么要观察这个群体？

田改伟：“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处

在 5 个行政层级中的底层。 在目前发展

阶段，县一级的领导既要发展经济，又要

处理社会事件和社会矛盾， 对下要直接

面对群众和基层， 对上要落实中央和省

里的政策。 有说他们累的，也有说他们闲

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就是想

以科学的方式做一个展现。

记者：你们的样本选择，能保证科学

性吗？

郑建君： 样本的选择是先确定大的

范围，再联系不同区县，符合样本选择要

求。 我们先定了“东北”、“东南”、“中部”

和“西部”几个区域。 有些省份既有发达

的全国百强县，也有全国贫困县，多样化

以保证数据的客观性。

记者：你们调查统计说，他们跟群众

打交道少，是不是他们平时官架子十足？

郑建君：因为干群接触少，会有一定

的偏差。 了解多了之后，印象就会改变。

领导干部跟普通人一样。 我认识一个副

书记， 工作期间普通老百姓可随便进他

的办公室。

田改伟： 他们不像文学作品中描写

的那种颐指气使或高高在上。 我感觉现

在县处级干部身段都放得比较低， 他们

也感觉压力大。 其实他们也会感觉活干

好了却没落到好，工作做了，还得不到别

人的理解。 （据《新京报》）

观察者感觉县官没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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