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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周末

大数据看全民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中央强调，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
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笔者调查发现，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
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秀留痕晒
表扬……这些重在刷存在感的行为，消耗了基层干部
大量时间、精力，耽误落实迫在眉睫的抗疫工作，引
发群众不满。

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令基层不堪重负

——“表格抗疫”。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基层
干部向笔者 反映，防疫期间一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
这些表格由不同部门下发，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格
式、体例稍有差异。

“上级很多部门下发的表格、各级防疫小组的表
格都要填，内容基本相同，就是重复填写。”广东省清
远市一位村支书告诉笔者 ，防疫工作开展以来，被各
类表格弄得焦头烂额，而且有些表格内容已超出了
工作能力范围。例如，一项针对外来人口的检查项
目，要求录入外来人员咽痛、全身乏力、眼结膜充血
等情况，“村干部量量体温还行，乏力、干咳这些临床
症状需要专业医生来判断，我们怎么懂啊？”

武汉某高校一教师说，春节前从武汉返乡后不
到10天时间，就接到市、街道、社区、卫健局、教育局、
派出所等各部门的电话，填写了来自社区、卫健局、
教育局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多个部门的表格，内容
都大同小异。

——“迎检大战”。“来了一拨又一拨检查的，就
没看到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发下来。”江苏省泰州
市一街道办工作人员反映，这几天他为了应对上级
各类检查忙得团团转，有时一天要来好几拨。每来一
拨，街道、社区就要安排多人陪同。“这些检查很多都流
于形式，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简直是‘迎检大战’。”

——鼓劲式会议。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吐槽，武
汉一家医院急诊科主任在一个开会现场愤然离席，
原因是各级领导到医院开了三拨会，每次都长篇大
论读最新文件、政策，为医护人员加油鼓劲，花去大
约3小时。急诊科主任不得不带走医生：我们是继续
抢救病人还是继续和你们开会？

某高校要求中层干部到学校开会，数百人聚集
在会议室，参加校领导召开的传达政策、动员鼓劲
视频会。不少教师抱怨，相关信息完全可以通过微
信和视频传递，毫无必要让大家聚在一起开会，徒

增风险。
——作秀留痕。江苏泰州市一名基层干部说，

抗疫工作还在紧急关头，有些干部仍不忘晒工作照
留痕。比如，街道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本是加强抗
疫领导工作的需要，但有的领导热衷的却是组织集
中宣誓、拍照，基层不得不紧急安排场地、横幅、
屏幕等。

湖北某市一社区动员居民参加防疫志愿服务，
活动还没进行，先要组织志愿者拍合影。“反复强
调不要聚集，不理解为啥要让大家拍合影。”不少
居民质疑。

需专门抽调人员做“表哥”“表姐”，影响抗疫工作实效

多地基层干部反映，各种形式主义消耗了本就
紧张的人力、物力，对抗疫工作造成明显干扰。

在武汉市主城区的一个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2月 9日凌晨两点，笔者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填写各种
表格。一位工作人员反映，防疫表格的内容越来越
多，各层各级数据统计量非常大，非常浪费时间。“我
们指挥部办公室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8个人从早
填到晚，街道的工作人员接到我们电话都哭了。”

湖南省长沙市某社区一共 12名工作人员，要服
务近万名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每天要承担防控宣
传、辖区巡查、送医协调、消毒、居民劝导、物资发放
等大量工作，人手非常紧张，还不得不抽出两个人做

“表哥”“表姐”，专门承担数据收集、登记造表、上报
信息等任务。社区主任抱怨：“人手这么紧张，却要
花费很多时间重复填表报资料，这是对基层防控力
量的严重浪费。”

形式主义还影响了防疫工作的实效。江苏泰州
一名乡镇干部介绍，上级频频督查检查，但检查只是
到值守点检查人员是否在岗。乡镇本就人手紧张，
还要专门安排人员值守应对督查，导致人手更加紧
张，一些摸排、巡查、消毒的工作无奈只好草草了事。

形式主义引发防控一线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广
东省清远市一村支书说：“大家本来就精神紧张、劳
累，平白还增加了很多无用工作，累心。”一些社区工
作者说，总进行重复调查，却无法解决物资、医疗等
问题，不少市民已表示不满。

严肃问责，提高治理能力

当前，一些地方开始采取措施，整治疫情防控中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月 6日，湖北省纪委机关、
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从重从快查处；黑龙
江省纪委监委要求，坚决纠治疫情防控过分注重填
表格、要数据、报材料，增加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行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监委 2月 12
日通报了 4起在疫情防控中履职不力典型案例，8名
乡镇主职干部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被问责，其中
2名党委书记被免职。

据福建省纪委监委日前通报，省纪检监察机关
严肃追责问责疫情防控工作不力问题，共查处 100
起、处理17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2人。通报
指出，在查处的问题中，有的工作不实、失职失责，有
的麻痹大意、疏于管理，有的推诿卸责、履职不力，是
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少专家提出，重点还要解决防疫工作中多部
门缺乏协调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吕德文认为，“表格抗疫”的问题，直接原
因是指挥协调系统不完整不科学，各个部门之间没
有形成一个专门的信息统筹机制，应明确专门部门
收集信息，从机制上避免各部门、各条线向基层派
任务和要表格。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确
有必要的数据统计，应归口统一的部门一次收集，
不能多头要数据，增加基层负担。可通过大数据统
计、在线填报等新办法有效减轻基层负担。他表
示，去年以来基层减负效果明显，但基层治理体系
和部分干部的思想观念仍没有根本性转变，很多人
还是习惯用文山会海、上报数据的方式开展工作。
抗击疫情需要务实的态度，也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方
式，并运用高科技的手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月1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提出，要在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协调下，统筹管
理，一定要减少重复报表、重复报数。不要把基层有
没有发文、有没有记录作为检查督导的标准，要为基
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使他们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

□周楠 郑生竹 李雄鹰 乌梦达

揭一揭抗疫中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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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任务重、作秀走过场……
疫情是一面镜子，能照出领导干部的作风、担当和

能力，也能反映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设水平。从地图
大数据预测人流趋势，到同程人员查询；从智能外呼平
台助力社区筛查，到口罩预约和智能问诊……哪些地
方“智慧城市”建设得好，哪些地方在摆“花架子”，一目
了然。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日趋完善的产业体系、
厚积薄发的科研实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成为战“疫”
的强力武器。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因工作疏忽或盲目自
信导致的技术短板，影响了疫情防控的成效。当前，我
们亟须打好技术战“疫”，但那些“智慧城市”去哪儿了？

有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投资动辄以亿元
计，却连“在线预订口罩”“线上收治登记”等基础功能
都无法实现；一些宣称“智慧城市发展领先”的地区，网
上政务系统崩溃停摆，无法为民所用；有些街道社区的
通知传达、防控知识普及，依然靠嘴、靠腿、靠手动；体
温上报、申报疫情线索、相关文件签字、信息填报等，用
的仍是20年前的人工处理方式。——这些都与地方数
以亿计的“智慧投入”不成正比。

值得一提的是，据此前媒体报道，截至 2019 年 7
月，数字政务已覆盖我国422个城市，涵盖1000多项服
务，累计服务民众达9亿人次。中国信通院发布的白皮
书显示，“政务云”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
位。记者留意到，根据该报告，在此次疫情较为严重的
地区，2019年就已有近90%的服务部门和业务系统，宣
布“成功实现云上运行”。

这就引出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为何一面是“智慧
城市”建设投入不断加大，近九成的政务服务已“上
云”，一面却是大数据、数字政务等服务质量表现欠
佳？有些早就开发验证过的成熟技术，为何应用不到
该“硬核”的地方，导致最后处处应对失措，让人民群众
看着干着急？

在重大疫情面前，“智慧城市”的作用，不躺在蓝图
和账本里，也不停留在响亮的口号里。治理现代化和
精细化，既体现在城市医疗、交通、物资等重要资源的
科学调配上，也体现在能否解决“口罩预约”这样的小
事上。如何让“智慧城市”建设成果“下沉”，推动新技
术新应用与治理现代化的融合，是这场疫情“技术大
考”留下的思考题。

既然斥巨资、花大气力搞“智慧城市”建设，那么该
“硬核”的时候，就不能“掉链子”“拖后腿”，让群众干着
急。对比各地战“疫”中交出的数字化答卷发现，我们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不论是数
据采集应用能力、资源整合共享能力、公众数字化应用能力等基础
支撑，还是运用已有技术针对突发问题的预判机制、解决机制和运
营服务力量等方面，都亟待有关各方寻找差距、补齐短板。

当前，战“疫”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需
要利用好技术这把利器。无论是精准全面研判疫情趋势、分清轻重
缓急、明辨主要矛盾，还是对疫情防控周密部署、科学开展社区防控
等，都需要让“智慧城市”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科学高效、井然
有序。 □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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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小伙伴们的生活被新冠肺炎改变。宅在
家里，一边防疫，一边为医护人员点赞，为武汉加油。
抱着手机，一手抓网购，一手刷新闻，成了这个假期的
常态。

外卖增长十强：宠物超市排名第二

1.环比12月份，冷冻速食增长了6倍，是目前“饿
了么”平台外卖品类中占比增长最快的一个品类。

2.国人到底有多宠爱小动物？来自宠物超市的
订单增长了近5倍。“中国好主人”“喂饱”自己的同时
还不忘给“汪星人”“喵星人”囤点货。

3.“蹭蹭蹭”，医药订单增长了近 3倍。保护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有备无患、常备不懈才是“硬道理”。

4.兰州拉面、生鲜、火锅、饮料奶茶、披萨……嗯，
这是“吃货”宅家的“自我修养”。

花式宅家，棋牌玩具需求旺盛

1.“饿了么”数据显示，在所有外卖物品中，口罩的
销量增速居首位，环比上月同期增长了31倍。消毒液
紧随其后，增长了 9 倍。“Wearing a mask everyday,
keep the virus away.”（天天戴口罩，病毒远离我。）难
怪，不少小伙伴直呼，当前“坐拥”几百个口罩宅家的
都是“大富豪”啊！

2.象棋、五子棋、扑克牌、飞镖、毽子纷纷上榜？
看来，小伙伴们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花式宅家攻
略”，貌似个个机灵鬼。

生活质量不能降，防护用品之外最热卖的是字画茶具

1.口罩、劳防用品、消毒液增速如此之快，这是要
成为宅家标配吗？看来小伙伴们已经 get到了防护必
备技能。

2.装饰字画、整套茶具均呈两位数增长，讲究的
国人过春节从来不马虎，即便没人串门也要把屋子布
置得年味十足、红红火火，处处透着积极的生活态度。

3.囤货太多不够地方放？这不，厨房置物架“买买
买”。

4.家庭护理、方便食品、床上四件套……不得不
说，小伙伴们都是“居家小能手”啊！

特别致敬：医院外卖订单翻番

“饿了么”数据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医院的外
卖订单占比上升了一倍，加班加点，外卖订单猛增，让
我们向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

网络搜索：网友最关注钟南山、李兰娟

在百度搜索平台，日均超过 10亿人次搜索与“新
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消息。“钟爷爷”“李奶奶”的发言
最受关注，排名热搜前列。

全民共同战“疫”，胜利可期！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

来临。 □骆国骏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