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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式方法是做好基层
工作的重要手段。然而，有的地
方出现“造词式”创新、“复制式”
创新、“亮点式”创新等苗头，片
面追求标新立异，忽视实际工作
效果和群众需求，增加基层负
担，破坏基层政治生态。

伪创新泛滥，误
了真成效

记者采访调研中发现，基层
治理中的伪创新主要体现为以
下三类。

——“造词式”创新。
“爱心妈妈”“阳光计划”“心

连心，手牵手”……一名镇党委
书记把数份名字各异的材料摊
在桌上。

他说，其实这些都是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的活动，工作内容大
同小异，但改了个名字、换了个
说法，就成了创新做法。每次改
名都需要基层视此为一个新活
动，重新组织材料上报，给相关
干部平添不少工作量。有基层干
部感叹：“伪创新那是真折腾！”

一名街道办负责人诉苦，落
实工作时还要苦思冥想“创新”
经验，才能给上级留下印象。前
几年常用的“三三工作法”“三四
五六机制”等“数数型”总结“烂
大街”后，“找第一”成了新方法，

“首例”“首创”等表述成为新宠。
——“复制式”创新。
一些乡镇干部反映，随着

“河长制”“林长制”流行，有的基
层工作创新风向呈现以“长”为
荣的趋势：治理马路有“路长”，
负责环境有“环长”，综合治理有

“综长”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部门

想出“某长制”作为“新工作思
路”后，便下文到乡镇、村安排人
头，一般由乡镇长、村主任等担
任负责人。有的“新机制”多一个

“长”便多出每月几百到上千元
的补贴，却并未将相关机制办法
作适配性调整，忽视了本地发展
实际，只是简单地复制移植经
验。

——“亮点式”创新。
有受访者反映，村里的村史

馆建得“高大上”，迎检多次被夸
“新颖”，却常年闭门不对老百姓

开放；党建展板“琳琅满目”，楼
梯、走廊贴得到处都是，内容却
华而不实，只顾“上墙”却不入
心。

不良心态滋生伪
创新土壤

为何一些地方基层治理以
创新为名却缺创新之实？部分基
层受访者反映，少数干部急功近
利、甩责任、求短效的不良心态
是导致伪创新现象在基层冒头
的重要原因。

一是工作成效靠新概念加
分，伪创新是“为领导创新”。

部分受访基层干部表示，许
多基层工作都是类似的，仅仅完
成工作只是“及格水平”，为给上
级留下印象，就算同样的事情也
要整个新概念，领导才会认为落
实有力。

东部省份一名基层工作人
员说，所谓“创新”，其实是“为领
导创新”，“活还是那些活，除了
汇报时有用，其他时候没啥意
义”。

二是工作责任随着新提法
下压，伪创新成为“甩锅”新方
法。

记者在调研时发现，少数基
层机制上的伪创新，一方面是作
为汇报材料中的“填充剂”，另一
方面在出问题时，成为相关部门
推脱责任的“润滑剂”。

一位乡镇工作人员说，以
“环长”为例，“环长”一般由乡镇
长、村主任兼任，没有相应的执
法权，但当了“长”就得担责，出
了问题就面临认罚的风险。相关
职能部门无形中把责任下推了。

“有的部门对工作的‘创新’做
法，背后难免有揽权、推责的考
量。”这位基层干部说。

三是工作思路跟着新领导
更换，届届都创新才显得“有成
效”。

中部某省一名镇党委书记
坦言，有的创新工作需要领导高
位推动，换了领导可能工作思路
也跟着换了，原来的创新也“过
时”了，不再被关注。

而有的部门换新领导以后，
就算相同的工作也要“创新”个
新说法和新名字，虽然内容一

样，项目却成了这届的新项目。

求真务实是工作
创新的前提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
授薄文广认为，基层部分伪创新
的出现，本质上是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的变种。“基层创新应该
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
为标准。”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求真务
实是工作创新的前提，创新不能
只从单一维度衡量，应该充分考
虑适配性、实用性等多方面，创
新要宁缺毋滥，对伪创新坚决说

“不”。在考核方面要注重项目实
效，而不是噱头，要以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实绩来赢得群众的口
碑。

基层呼吁，工作创新要注重
基层实践反馈。基层治理创新要
多倾听基层干部的真实想法，以
便结合他们的实践及时调整、不
断完善。

据《半月谈》

片面追求标新立异，破坏基层政治生态

伪创新，那是真折腾

“信用卡全面逾期……”“逾
期 11 天被曝通信录……”豆瓣
上创建于 2019年 12月的“负债
者联盟”，是超万名身背负债的
年轻人聚集地，组规里写着，这
是一个“帮助负债人自救上岸”
的小组。

当“90后”“大负翁”聚集网
络喘息之时，“00 后”也不乏其
人。记者调查发现，有的“00后”
贷款 30多万元付首付买豪车；
有的负债 100多万元买奢侈品，
因还不上款数次自杀；有的贷款
给偶像打榜，还不上钱旷课兼
职。

“超前消费”的“00 后”，到
底有着怎样的消费轨迹？被消费
欲包围的新一代，又该怎样突
围？

20岁大学生负债
百万元，数次欲自杀

20岁的郑州工商学院学生
小刘是“负债者”中的一员，上大
学后，她很快开通了信用卡，也
经常使用其他网贷平台，欠下了
大额债务。

小刘的第一笔网贷是在美
容机构推荐下借的。祛痘疗程
3000 元一年，在店员的劝说下
她开通了“微粒贷”。小刘当时
的生活费是每月 1200 元，她觉
得自己节省一点就行了。不承
想，这只是她步入网贷深渊的
开始。

“口红两支900元，6月前还
清”“耐克鞋3799元，分6期”“光
子美容仪4500元，分12期”……
半年下来，小刘背上了 5万元的
债务。

小刘的噩梦开始了。借款逾
期后，催债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
骚扰欠债者的通信录联系人。小
刘走投无路，选择了以贷养贷，
她连续开通了借呗、京东白条等

多个平台的借贷账号。其中一款
名为“乐乐贷”的网贷平台，借
5000 元，利息占比 36%，还有
1080元的手续费。

之后，小刘在各平台一共借
了7笔贷款，最大的一笔有27万
元。据其本人介绍，这 27万元用
于购买卡地亚满钻款手镯和去
三亚旅游，她旅游时住亚特兰蒂
斯酒店，还和朋友玩了游艇。

后来，小刘的多名朋友接到
了催债电话。催债人扬言，不还
钱要去小刘家里闹事。

小刘说自己当时每天都处
在债务的阴影下，数次尝试过自
杀，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最终，她选择向家人坦白。然而，
几年来在多个借贷平台多次借
款，加上高额的利息，她已背负
110余万元的贷款。

记者了解到，小刘的家庭无
力偿还所有债务。小刘长期受讨
债公司骚扰出现了严重的精神
疾病，她的家人和借贷公司私下
进行了协商解决，偿还了本金和

部分利息，但即使扣抵了这一部
分钱款，她的家庭仍需持续还
债。

月薪 4000 元小
伙，贷款30多万元购
豪车

20岁的阿林在郑州一家理发
店工作，与女友交往半年来，他们
一直出入高档场所约会，支出暴
涨。请女朋友吃牛排消费799元、
给女友买裙子支出1500元、送女
友金项链支出 1 万多元……阿
林对记者坦白，那时，他的月薪
不到 4000元，为了虚荣，他花掉
了所有的工资和之前的存款，还
欠下40多万元的网贷。

在虚荣心的驱使下，阿林又
用信用卡贷款 34万元付了一辆
豪车（保时捷）的首付，最终因无
力还款，在 2021 年 2 月 11 日遭
银行起诉，豪车被强制收走，女

朋友也和他分手了。
如今，丢了工作的阿林独自

一人前往广州的理发店打工，之
前购买的奢侈品再也没用过，他
发誓再也不碰贷款。他告诉记
者，加上父母的一些积蓄，自己
计划在五年内还清欠下的钱。

借网贷追星打赏，
19岁大学生被迫退学

19岁的小玉是河南职业技
术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大二学生，
她也是某选秀节目中一位选手
的“大粉”，在粉丝里有很强的号
召力，而这都是她用钱砸出来
的。

在选秀节目中，要想选手得
到最终“出道”的席位，都需要粉
丝付出真金白银来打榜投票。选
秀节目的第一次公演舞台后，小
玉喜欢的选手排名落后，她刷自
己的信用卡在“桃叭”App上为
选手投入了9.8万多元。

节目进行期间，小玉一共在
网贷平台上陆陆续续贷款 38万
元，都投入给了自己喜爱的选
手。小玉向记者展示了她一部分
应援记录：“2021 年 2 月 17 日，

‘第一次公演’98000元”“2月25
日，‘上海线下应援’30300 元”

“2 月 28 日‘×××出道吧’65000
元”……

在该选手的生日会前夕，包
括小玉在内的粉丝一共集资 45
万元，来给偶像买礼物。为此，小
玉在“我来贷”贷出了 5.8万元，
成了“榜一”（投钱第一名）。

小玉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
精力都花在追星和借贷上了，还
不上钱，她开始疯狂兼职，晚上
在餐厅工作到深夜，还经常旷
课，也不和任何人交流。

辅导员发现了小玉的异常，
并通知了她的家长。后来，由于
心理原因，小玉选择了退学，暂

时待在家里，家人帮她还清了债
务。

在豆瓣“负债者联盟”里，这
叫做“强制上岸”。“上岸”后的小
玉，在家人的安排下有了一份工
作，她还是会在朋友圈微博发布
一些偶像的信息，但她说不会再
因此借钱了。

遏制“00 后”超
前消费，需多方合力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00 后”超前消费，除了年

轻人自身的因素，大部分网络平
台瞄准年轻群体宣称无门槛，也
存在诱导消费的嫌疑。值得庆幸
的是，国家已对网络平台诱导消
费的情况进行整顿。

银保监会等部门曾经联合
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将大
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
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大学生
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
放互联网消费贷款；《通知》明
确，对于已发放的大学生互联网
消费贷款，小额贷款公司要制定
整改计划，已放贷款原则上不进
行展期，逐步消化存量业务，严
禁违规新增业务。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
常用的消费贷产品支付宝花呗
和借呗，其运营公司分别是重庆
市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和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百度、京东和美团等公
司旗下也分别有小额贷款公司。
这意味着，多家互联网公司的借
贷产品将不得向大学生发放贷
款。（应受访者要求，小刘、阿林、
小玉为化名）

据《河南青年时报》

以贷养贷负债110万元 月薪4000元竟买豪车

陷入超前消费漩涡的“00后”

年轻人在奢侈品店前排队购物年轻人在奢侈品店前排队购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