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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无论是
企业还是普通百姓，
都会遇到急事、难
事、愁事、盼望的事，

这些事情虽是貌似不起眼的
“小事情”，但如果受阻于解决
问题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及
时得到合理解决，日积月累，
就会演变成大矛盾，影响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铁岭市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在各级党
委、政府工作和作风建设中的
监督作用，在全市推行电视问
政工作制度，通过当地广播电
视台开设的“问政铁岭”栏目，
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的急难愁
盼，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媒体曝
光、市民现场询问、政府当场应
询、专家现场评议、追踪报道，
促进各级干部听民声、转作风，
积极整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问政铁岭”前五期
曝光的 17类 80多个问题已
经全部整改完毕，先后有83
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
或组织处理，在当地干部群众
中产生强烈反响。

提要

引子

2019年12月30日下午，铁岭广
播电视台演播室，第六期“问政铁
岭”录制现场。台上坐的是铁岭市
银州区、调兵山市、清河区三个被问
政地区的区（市）长和两名来自沈阳
工业大学的点评专家，台下坐的是
被问政地区和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记
者、群众代表等近百人。

问政之前，栏目组首先播放了
上一期“问政铁岭”曝光问题的整改
情况，随后开始播放本期记者暗访
录制的短片。这一期聚焦的问题是
城市管理。

“在调兵山市大明镇有这样一
个‘马路市场’，不仅影响周边环境，
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来
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在银州区内，我们‘问政铁岭’
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占
道经营的现象。”

“清河区文化路已经到了该维修
的时候了，清河区政府也将这条路的
维修改造列为2019年度政府实事之
一，但直至目前这条路仍然没有进行
维修，这到底因为什么呢？”

随着电视画面的播放，演播大
厅的气氛紧张起来。短片播放完
毕，与曝光问题有关的疑问一一抛
给到场的相关负责人——

“马路市场何时能取缔？”
“私搭乱建何时能拆除？”
“承诺修路未兑现，是否失信？”
“这算不算乱收费？”
“片中曝光的这些问题你之前

了解吗？”
面对一个个犀利的追问，相关

负责人当即检视问题，提出整改办
法，承诺整改时限——

“我们在这件事上确实有责任，
监管有漏洞。”

“占道经营虽然看起来是小事，
但涉及百姓的利益就是大事。”

“看了短片确实脸红冒汗，说明
我们确实存在责任心不强、执法不
力问题。”

“这事回去就处理，一定给群
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2019 年 7 月 15 日晚，铁岭
市首期“问政铁岭”正式与观众
见面。

现场播出的记者暗访短片
里，一些乡镇公共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上班时间打游戏，有的
在大厅内聊天、散步，有的在接
待群众过程中嗑瓜子，有的接
待办事群众时态度恶劣，有的
提前离岗……触目惊心的画面
让 在 座 的 相 关 负 责 人 脸 红 心
跳，如坐针毡。

节目现场，面对主持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的
提问，相关负责人诚恳地检视问
题、承担责任，当场提出整改措
施并承诺整改时限。

节目一经播出，立即在铁岭
市党员干部中产生强烈震动。

被问政地区的相关部门高
度重视，迅速整改，先后有 14
名相关干部受到处分；未被问
政的地区和部门未雨绸缪，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从严整顿干
部作风。

看了节目后，许多机关干部
深受触动：这样的问政，没有预
设，当面鼓对面锣，直面问题，真
正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以
后若不努力踏踏实实工作，若被

群众询问，真就下不了台。
节 目 也 在 广 大 群 众 中 产

生强烈反响：在电视上能当着
干部的面提出疑问，指出政府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听到一些
领导的表态承诺，让人感到这
样的党委、政府是干事的，是
真 真 正 正 想 替 老 百 姓 解 决 问
题的。

截至2019年12月30日，“问
政铁岭”已播出六期，分别就营
商环境建设、脱贫攻坚、“8+2”专
项整治、环保督查整改、百姓急
难愁盼共同检视问题、城市管理
6个方面工作对 7个县（市）区和
10个市直部门进行问政，先后有
83 名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
或组织处理。

“‘问政铁岭’的目的是解决
问题，化解矛盾，不是为了处分
干部，制造新矛盾。”铁岭市有关
领导多次为被问政的干部“减
压”，并提醒他们注意工作方法，
但压力是伴随着一个个问题的
圆满解决而逐步消减的。

目前，“问政铁岭”前五期共
曝光了 17 类 80 多个问题，涉及
校园食品安全、房产证办理、企
业生产用电用水、村干部工资、
村路桥梁建设、水源地保护、垃

圾处理、秸秆焚烧、亮化工程、便
民厕所等问题，都关系到百姓的
切身利益，是群众关切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盼了多年的杏山桥修好
了，不光方便出门，大伙儿出
车 卖 粮 、买 东 西 也 不 用 绕 道
了。”走过崭新的大桥，昌图县
毛 家 店 镇 杏 山 村 村 民 心 里 暖
融 融 的 。 杏 山 桥 施 工 缓 慢 问
题经“问政铁岭”曝光后，当地
政府监督施工，很快就按承诺
期限建成通车。

眼下，前五期节目中曝光
的 80 多个问题已经全部整改
完毕。

“‘问政铁岭’虽然让我们倍
感压力，但也确实能推动一些
疑难问题的解决。”大明镇党
委书记郭岩因“马路市场”问
题被“问政”，但看到短短几天
时间，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
下，因行政执法权限不明晰造
成 的 数 届 政 府 都 未 能 真 正 解
决的“顽疾”被根治，还是颇感
欣慰。

创新监督渠道 严肃整改落实

聚焦百姓急难事 真心实意解难题

电视问政“问”出干部作风新气象
本报记者 姜义双

1 月 3 日，记者来到调兵山
市大明镇政府所在地，2019年12
月 30 日第六期“问政铁岭”栏目
曝光了这里存在“马路市场”的
问题。

记者看到，新梨公路由南向
北从镇中穿过，不时有大型货
车、客车驶过，两辆执法大队的
车辆停在主要路口，不时有执法
人员在马路两侧来回巡察，“问
政铁岭”栏目中曝光的“马路市
场”已不见踪影，大部分商户搬
进了镇南侧的露天市场，少量商
贩搬进了马路东侧的农贸大厅，
沿街商店门外摆放的商品都收
到了店里。

利客隆旗舰卖场经理栾小
博告诉记者，“已经好多年了，不
少商贩在马路上摆摊，有的都摆
到我家店门口，车拐不进来，影
响我生意不说，也着实容易出现
安全事故。电视上曝光后，政府

开始整治，摊贩都进市场里了，
这门前不堵了，每天能多卖1000
多元。”

存在多年的大明镇“马路
市场”得到有效治理，消除了
安全隐患，维护了群众利益，
让 当 地 百 姓 真 切 感 受 到 了 主
题教育带来的变化，也看到了

“电视问政”的力度。
第 二 批 主 题 教 育 在 群 众

“家门口”开展，群众看得最清
楚、感受最真切，怎样才能确保
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效果，让人
民群众满意？

铁岭市委认为，习近平总
书 记 强 调 要“ 注 重 开 门 抓 教
育”，而开门抓教育，就要认真
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回应群众
关切，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避免
自说自话、自弹自唱；既要便于
群众监督、评议，又要让干部感
受到压力，积极转变工作作风，

打通为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推动问题整改一件件落到
底、见成效，把人民群众关切的
急事、难事、愁事、盼望的事解
决好，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得
到实惠，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此，铁岭市借鉴西安市
“电视问政”的成功经验，在全市
推行电视问政工作制度，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在各级
党委、政府工作和作风建设中的
监督作用。

为了使“问政铁岭”取得实
效，铁岭市委、市政府下发了

《铁岭市电视问政工作方案》，
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任组长，市委宣传部主要领
导任副组长，组织、纪检等市直
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电视问政
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电视
问政工作。

随后，铁岭广播电视台组建
了“问政铁岭”栏目组，通过电视
问政的形式，聚焦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的贯彻落实、全市发展振兴
中的突出问题及百姓的急难愁
盼，通过前期暗访、现场问政、事
后跟踪的手段，把整改落实贯穿
主题教育全过程。

铁岭市委主要领导对“问
政铁岭”栏目高度重视，每期节
目都调度、部署重点选题，大力
推进电视问政工作；市委宣传
部主要领导带队到西安考察学
习，每期节目参与策划、审查；
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市纪
委监委通力配合，确保“问政铁
岭”栏目前期采访、制作播出、
问政追责、建立长效机制等环
节畅通顺利；问政办和栏目组
紧密跟踪整改情况，并在下一
期节目中公布整改结果，通报
问责情况。

敞开大门搞教育 密切党群血肉联系

“问政铁岭”打通了干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推动了一批群众关切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的解决，也推动了相关地区和部门建立解决问题
的长效机制：《铁岭县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见》

《铁岭县公共行政管理服务规范》《西丰县扶贫工
作问题整改实施方案》《昌图县校园及周边安全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昌图县部门职责和责任追究制
度》《昌图县联合执法工作意见》等。

“问政铁岭”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一名网友评论道：实名点赞铁岭广播电视台“问政
铁岭”！这个节目曝光的都是百姓关心的热点问
题，敢揭丑、不护短，看得过瘾，现场向政府负责人
提问，问题非常尖锐，直逼要害，不给一点儿“打太
极”的机会，专家点评也是直言不讳。

作为“问政铁岭”点评嘉宾，沈阳工业大学文法
学院教授王韶春认为，“问政铁岭”有两个显著特
点：其一是动员群众，借助媒体监督推动工作的全
新形式；其二是政府点、线、面立体推进解决热点
难点问题的好方法。

王韶春表示，所谓点，就是问题点找得好，曝光
的问题大多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所谓线，就是每
期聚焦一个核心问题的问题线和从乡镇到县区，再
到市级部门推动解决问题的工作线有机结合；所谓
面，就是宣传、组织、纪检全面介入问政，力度大，
效果好。

被问政的领导干部又是怎样看待“问政铁岭”
的呢？

在第六期“问政铁岭”中，曝光了银州区存在
的“马路市场”和私搭乱建问题。接受问询的银
州区区长李铁刚认为，“问政铁岭”是政府接受群
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好平台，一方面，它让政府
看到了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建立解决
问题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它有利于群众监督
机关干部的工作，推动机关干部积极转变工作作
风，真抓实干，工作不能浮在表面，懈怠、慢作
为，更不能不作为。

另一位“问政铁岭”点评嘉宾、沈阳工业大学文
法学院教授张杨认为，“问政铁岭”关注群众的烦
心事、难心事，动真碰硬，成效显著，切实维护了群
众利益，反映了群众呼声；同时，群众现场和政府
面对面问询，也让党和政府了解了群众的关切，通
过办实事，增强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干部现
场应询，当面解答群众疑问，也让群众知晓政府在
解决一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相互沟通，解疑释
惑，真正搭起了党群之间的“连心桥”。

多次冒着危险到现场暗访的“问政铁岭”记者王
兵有着切身的感受，他说：“通过回访我发现，‘问政
铁岭’推动问题解决力度大、效果好，推动干部作风
转变立竿见影。”

铁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视问政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冯智表示，下一步要在总结前期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完善“问政铁岭”常
态化的运行机制，通过调研，不断提高问政主题设
计的水平，通过培训持续提高工作人员的采、编、
播素质，力争把“问政铁岭”办成深受百姓欢迎的
精品栏目。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铁岭广播电视台提供

建立长效机制 搭好党群“连心桥”

在问政现场，被问政部门负责人回答代表提问。“问政铁岭”现场。

“问政铁岭”后，昌图县的杏山桥修好了。 李端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