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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缺材料？补！
开会时间不够？加班！

基层干部不惜“弄虚作假”，只为迎接年底的各项考

核；基层不惜连轴培训，只为花钱“打卡”。记者调研发现，

基层“年底综合征”主要有四种表现。

表现一：疫情影响没留痕？补！东部某市一位受访基

层干部表示，受疫情影响，一些工作被耽误，但为了年底考

核，该补就得补。这名基层干部说，2020年党务工作档案

就存在“造假”：“比如‘三会一课’，去年疫情期间基本全部

停止了，但是年末考核时明确要求这些活动不能停。因为

实际并没有完成，但上级又要求检查，我们只能编造假档

案。”

表现二：5年前的工作没档案？造！一位长期在社区

工作的基层干部说，年底的检查，让基层不得不“造假”。

他介绍，以“创建卫生城市”这项工作为例，上级部门检查

工作时，要求有2016年到2020年5年的相关档案，除了

创卫工作的档案外，还要检查病媒生物防治和健康教育档

案。“但是2016年时根本没有要求大家存档，现在又要检

查，只能编造档案应付交差。”

表现三：缺材料影响年底考核？填！西部县城一位

基层干部算了笔账：自己工作的单位，档案盒至少有20

个，这些档案集纳了下发文件、工作痕迹、工作总结，还有

量化考核的指标。他介绍，年底考核时需要检查档案盒

里的档案资料，一项项进行打分，汇报后进行综合评定。

“为了不影响考核，档案盒里缺什么补什么，没有的只能

现填。”

表现四：有钱还能没地儿花？培训！有一位基层干部

吐槽，各级财政要求单位账户零余额，年底为了“突击”花

钱，各部门开始疯狂培训，有的培训前一个刚结束，下一个

紧随其后。同样的培训班，省市县都在办，基层干都只能

一遍遍重复学习。更有甚者，时间不够安排了，就中午留

20分钟吃饭，吃完马上回来开会培训，直接连轴转。

“年底综合征”折射基层困局

记者调研发现，基层“年底综合征”的表现五花八门，

在干部心里槽点满满，但即便如此，基层干部仍旧不得不

使出“十八般武艺”，最后都落在“弄虚作假”上。这一现象

折射出基层治理的困局。

不少干部表示，一个单位就几个人，每个都得连轴转，

而且越是基层，人员越紧张，这就造成了平时工作中疲于

应付，年终考核只得能补就补。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自

己的精力、时间，放在本职工作上也就是三分之一，其他的

都在应对各种“杂事”。

“一个基层十个妈”，也让基层干部伤神。受访的干部

表示，上面的文件一个个地发，任务也是一件件地派，不少

工作基层只有责任，没有权利，“锅锅”砸向基层，让大家难

堪重负，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工作只能“瞎对付”。

西部刚刚脱贫摘帽县的一位基层干部，数了数自己所

加的工作群，共有9个。“随时都在发工作通知，稍不注意

手机就会漏掉，所以每天只要不开会就把手机音量调到最

大，各种工作群也都得在微信里置顶。跟老婆发个信息，

要往后翻七八屏才找得到人。”

此外，“一刀切”的考核机制，也违背了基层工作的规

律。受访基层干部表示，容错机制落实不到位，“某人干得

很卖力，但还是被问责”的消息常常可以听到，基层干部虽

然“权力不大”，但是“责任重大”，稍不注意就会受到处分，

因此面对考核、检查只能“把形式先做到位”。

基层“年底综合征”怎么治？

考核的目的就是要让基层干和不干不一样，干好干坏

不一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纪亚光表示，上级

部门对基层工作的检查、督查，以及具体工作向上级部门

汇报是应该的，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确会给

基层造成压力。基层干部的主要职责是为百姓服务，因

此，对基层干部的评价也应该更多地来自老百姓，要多听

基层群众的声音。

此外，纪亚光认为，基层减负仍待进一步“加码”，基层

工作的责任边界应该更加清晰、明确，这样才能真正避免

上级交办的任务超出基层工作范围、脱离了基层职责权

限，也才能真正减轻一线基层干部的负担，腾出更多精力

和时间来服务百姓。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原副校长赵晓呼建议，在进行考核

时要遵从“简便易行管用”的原则，让考核人员多下功夫而

不是让基层干部多费事，避免考核给基层带来额外的工作

负担。

针对有的部门检查过去多年的工作档案的案例，赵晓

呼说，追溯工作要结合实际进行，不能搞“一刀切”。“一些

制度是逐年建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是非对错的判

断也是动态的，不能用现在的视角去衡量过去的问题，大

搞‘一刀切’，易使基层不得不应付甚至造假。”

抽奖概率背后含着一套算法的执行

2020年，安徽省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年内

被大量消费者投诉，有关部门接到投诉举报953件。

其中，反映该公司在网络游戏抽奖概率及规则设

置上存在问题的举报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0.8%。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调查时发现，对

于抽奖概率的合法合规问题并不好判断。当地消保委

组织召开了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文旅部门、公安部

门等相关部门的联合处理推进会，共同对这家公司存

在的概率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因为对概率规则等问题缺乏专业的认定能力，找

不到权威第三方机构进行认定，调查受到一定阻碍。

“这个问题目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日前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举办的网络消费

领域算法规制与消费者保护座谈会上，安徽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丁涛正苦恼于如何找到解决

办法。

抽奖概率的背后包含着一套算法的执行。中消协

根据消费者投诉、有关调查和相关报道，归纳了六种当

前网络领域涉及消费者权益的算法应用问题，包括推

荐算法、价格算法、评价算法、排名算法、概率算法和流

量算法。

其中，概率算法的问题体现在：一些线上经营者开

展有奖销售、抽奖兑换，特别是部分网络游戏公司经常

性推送游戏道具抽奖活动，虽然公示了中奖（掉落）概

率，但是其算法程序不透明，实际中奖概率缺乏管控，

屡遭消费者诟病。

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陈凤翔看来，算法

本质是互联网的一种编程技术，这种编程技术有一定

的人为参与和输入，有的编程者不懂得法律，编制过程

中侵害消费者权利。

建议进行反制措施的算法研究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看来，不

公平的算法对消费者造成的侵害，体现在三方面——

公平交易权的侵害、选择权的侵害和知情权的侵害。

此外，算法在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商家垄断的一种

权利，可以考虑设置权限，从技术上让消费者有权关闭

算法，并且将这样一种权利在法律中作出规定，从技术

角度实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啸看来，维护消

费者权益，很多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解决。如针对有市

场垄断行为的企业，进行反制措施的算法研究，“用算

法针对算法，算法之间就会产生相互的竞争关系，从而

重塑市场竞争机制”。

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算法，他还建议，要采取事

先预防措施。针对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类的问题，监

管部门可以要求平台标识出对用户所显示的定价，是

否为针对消费者个人推送的个性化定价。

“算法应用不公针对的是普遍的社会大众，每个人

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中消协副秘书长栗元广提

出，下一步应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

栗元广建议，国家应设立算法伦理专门机构，负责

算法应用伦理、规则、标准制定，不公平算法应用调查、

处理等，并指定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加强对算法应用的

有效监管。

同时，应明确经营者使用算法应做到可知、可查、

可逆。一旦发生争议，负有向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

关、第三方机构提供算法、后台数据、相关资料及进行

说明的义务，做到算法应用的可验证、可解释、可追责，

强化算法实施方的举证责任，明确其伪造、篡改证据的

责任和后果，解决消费者举证难、鉴定难的问题。

栗元广同时建议，应建立算法投诉审评机制，保障

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投诉、监督权，“培育第三方技术

鉴定机构，强化对算法应用的技术审核力量”。

如何不让算法“算计”消费者
《中国青年报》宁迪

近年来，一些平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创

造了价值。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大数据杀熟、网络游戏抽奖概率不明、网

络直播推送违反法律规定内容、刷好评隐差评……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不公平的算法技术对消费者的“算计”。

弄虚作假补记录，分秒必争抢开会

年底综合征，基层有点“上头”

《半月谈》白佳丽 尹思源

元旦过后，各种考

核 、检 查 接 踵 而 至 。

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一些会议、培训

搁置，相应的工作痕迹也

缺失。但相关考核却没

有特事特办，允许减免材

料，而是“明知弄虚作假，

也要把材料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