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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喊罢“唱空城”、拈轻怕重“做样子”、撸起袖子
“一边看”、遇到难题“绕道走”……据当地媒体报道，今
年9月，湛江市麻章区8名“躺平式”干部被调整。（11月
18日《羊城晚报》）

公开向“躺平式”干部亮剑并非麻章区独创。为整
治个别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现象，近些年各地使了不少
招数，或是评选公示“躺平休闲人员”，或是设立“蜗牛
奖”将“躺平者”末位示众……无论是此前的各类“票
选”“颁奖”，还是如今公开调整、直接给“躺平”干部挪
位，各地公开鞭策“躺平者”之举，都显得“辣味”十足。
既为“躺平者”敲响警钟，倒逼其“知耻而后勇”；也在无
形之中形成一种压力和动力，鼓励全体干部提升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评选反面典型、抻抻某些干部的“懒筋”，固然能起
到一定警示作用。但也需注意，通过反向激励进行惩
治震慑是手段，而非目的。比之而言，更为关键的是反
思干部“躺平”的生存空间何以存在，并通过有效的制
度手段加以纠治。追根溯源，某些干部选择“躺平”，既
有主观方面动力不足的“不想为”、能力不足的“不会

为”，也有客观因素影响下担心犯错的“不敢为”、囿于
困难的“不能为”。于前者，通常表现为个别干部自身
积极性不强、能力不够，升职无望，索性破罐子破摔；于
后者，则是由晋升机制不畅通、正向激励不到位、职责
边界不够清晰、任务繁重压力大等因素所致，这方面显
然更值得关注。

治理“躺平式干部”，尤须对症下药、分而治之。用
好干部选拔指挥棒是其一。就外在动机激励层面而
言，要通过健全绩效考核机制特别是正向激励，让担当
有为者、能为者、善为者在干部考核中脱颖而出。建立
容错机制是其二。容错纠错机制是锐意进取干部的

“定心丸”，有必要通过明确界定容错范围，让基层干部
清晰了解容错标准，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调动其干事
创业活力。破除形式主义是其三。如果深入街道、乡
镇一线走一走、看一看，会发现个别干部的“佛系”思想
也与层层下压的任务、纷繁多样的督查考核分不开。
就此来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当是破除干部

“躺平”怪圈的应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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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躺平式”干部不止于“挪位”

11月18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长太村，一只
野生东北虎闯入村庄，咬伤一名65岁村民。这是勃利县
有记录以来首次发现东北虎踪迹。近年来，随着生态保
护工作的推进，东北虎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人
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也在增多，如何在保护濒危物种的同
时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课题。

东北虎是亚洲食物链顶端的标志性物种，对生态系
统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栖息地修复和捕
猎活动的严格管控，东北虎的生存状况显著改善。

然而，以东北虎为代表的大型猫科动物的活动空间
较大，雄性东北虎甚至需要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栖息
地。东北虎进村问题的出现，就与其扩张活动范围及栖
息地与人类活动区域的交叠有关。其实，不光是东北
虎，近年来，从闯进小区翻垃圾的貉，到为了“搬家”走进
县城街头的象群，这些新闻的“动物主角”背后，都指向
了一个生态保护中面对的重要课题——人兽冲突。

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发布
的报告指出，人兽冲突已经成为威胁世界上一些最具代
表性的物种长期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了维持东北虎种群的健康和稳定，有关部门需要

为它们提供足够广阔的栖息地，以满足它们的生活和繁
殖需求。但是，正如前述报告所指出的，人兽冲突问题
既涉及物种保护，也关乎发展和人道主义。在这种情况
下，人兽冲突的解决之道，既不能倒退回与野生动物针
锋相对的老路，也不能忽视那些与野生动物存在交集的
人群的切身利益。为此，笔者认为可从以下4个方面进
行系统性治理：

一是政策保障。合理划定保护区及缓冲区，明确人
与动物活动的边界。制定应急机制，快速应对“虎进村”
等突发事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与救治。二是技术手段
的应用。利用无人机、红外摄像头等实时监控东北虎行
踪，并建立预警平台，发布安全提示。安装防护设施，或
开发非致命性驱赶设备，减少动物进村的机会。其三，
生态管理必须得到加强和重视。要加快生态廊道建设，
扩展东北虎的活动范围，避免与人类区域的接触。增强
猎物种群保护，确保东北虎食物来源充足，减少它们靠
近村庄觅食的风险。最后，一定要做到社区参与，积极
开展村民培训，提升安全意识和应对野生动物的方法，
让村民在巡护和生态旅游中获得收益，实现共生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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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虎进村伤人 如何妥善化解人兽冲突

关于“井盖”的新闻，总能拨动人们的神经。近日，
甘肃兰州一网民发布视频称，村里的道路在经过修缮
后发生质量问题，马路中间的井盖甚至用铁锹一敲就
碎。青白石街道石沟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已经联
系相关人员去处理和更换井盖。

从新闻视频中能直观看出，这一处的井盖薄如脆
皮、承受力不足，居民可以毫不费力地就将其敲碎，这
样的井盖显然是不符合建设标准的，甚至还可能存在
致命隐患。如此不堪一击的污水下水井盖，不免让人
心惊，如此井盖如何能守住人们“脚下的安全”呢？

有村民反映，“7月左右村里对马路进行了修缮，前
不久刚结束。有几个井盖施工时被压坏了，工程方换
了几个新的。”也就是说，这些“带病”井盖是刚换上
的。工程方偷工减料，以假冒伪劣的井盖堂而皇之地
通过项目验收，这样拙劣又潜藏危害的做法，作为村一
级的验收方在验收时显然没有“走心”；否则也不会在
此事件曝光后，才后知后觉地进行处理和更换了。这

种行为，既是对公帑的浪费，也是对当地居民生命安全
的不负责任，不论施工方还是验收方都难辞其咎。

当前，对这批井盖进行更换，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
责、惩戒是必要之举，唯有让相关责任方充分认识到事件
的恶劣性和危害性，才有可能破除这种侥幸心理，也能在
一定范围内起到警示作用。当务之急，也要调查清楚，谁
在生产这些不符合标准的井盖？这批“带病”井盖又流向
了哪里？这需要当地监管部门主动介入，深入调查，给人
们一个满意的交代。毕竟，井盖安全，关系着人们的出行
安全。如果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让相关责任者“看得
见”，这样的后果未免太过惨痛，也是谁都承受不起的。

近些年，不少城市都在井盖治理上狠下功夫，实行
精细化管理，井盖问题也得到了改善。然而，这起一敲
就碎的井盖事件再次提示了，对于井盖的治理问题，不
能只盯着大城市，对一些小城市甚至是基层地区，更需
要投入力量、做好监管，谨防“带病”井盖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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