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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政治生态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基于对四川省都江堰市的个案分析 

邢永亮1 

中共都江堰市委党校 

摘要： “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在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下,聚

焦县域政治生态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都江堰市； 政治生态； 存在问题； 对策建议；  

政治生态学研究起源于西方,自美国学者高斯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至今
[1]
,关于政治生态的研究经久不

衰而又历久弥新,英国学者韦农·波格丹诺在其经典著作《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将政治生态(Political ecology)

概括为“主要被用来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这一表述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有关政治生态的研究和实践逻辑较为符合,

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大判断和论述较为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上首次提出政治生态一词,之后在多个场合对政治生态发表系列论断
[2]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卓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已达成党内外共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十九大党章首次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纳入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五项基本要求,2019 年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在于组织优势,政治生态的基石在县域,然聚焦县域实际,存在地方小、人口少、熟人多的客观现实,

加之血缘、姻缘、业缘等重叠交织使得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与塑造更为复杂。以都江堰市为例,仅 2014 年至 2015年就出现多名市

级领导干部(包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因严重违纪被成都市纪委立案查处,“塌方式”腐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政治生态遭到了

严重破坏。 

一、基本资料分析 

课题组就“都江堰市县域政治生态状况”面向 19 个乡镇(街道)及 5 个大口市级部门,通过无记名抽样方式发放包括“基本

信息” “总体评价” “指标评价”等三大类共计 23 项的专题调研问卷(以下简称“问卷”),以期为最大限度探究选题的真实

性,厘清问题的根源性,形成对策的科学性提供第一手素材。其数据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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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问卷对象身份体现基层性。对政治生态的评价需要多维视角,进而才能有效避免对象单一导致的结论单一问题。“问卷”

统计信息显示调查重点为村、社区干部群众,共占 60%(其中村(社区)书记/主任 63人。占 24%；村(社区)一般干部 36人,占 14%),

此外单位一般干部 59 人,占 23%；单位中层干部 53 人,占 20%；单位副职领导 33 人,占 13%；单位正职领导 9 人,占比 3%；其他

人员 9人,占 3%。(图 1) 

 

图 1 人员身份 

二是问卷对象年龄体系均衡性。对“问卷”信息选择有独立判断能力,是形成数据,建立分析,搭建框架的前提。“问卷”统

计显示 35岁以下 90人,占比 33%；36至 45岁 97人,占比 34%；45岁以上 90人,占比 33%。(图 2) 

 

图 2 年龄结构 

三是问卷对象文化程度较高。政治生态内容丰富,维度多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问卷,对“县域政治生态”的调查既需要有

真实的客观感知,更需要有一定理解能力。“问卷”统计显示高中及以下 50 人,占比 19%；大专 125 人,占比 46%；本科 89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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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34%；研究生及以上 3人,占比 1%。(图 3) 

 

图 3 文化程度 

二、主要做法与成效 

从上述图 1至图 3可以看出“问卷”数据对于研究本课题具有代表性和参考性,加之近年来都江堰市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研究完善县域政治生态提供了实践蓝本。 

(一)突出“首位”,打造了政治生态认识载体。 

“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3]
,不难看出政治生态理应包括思想政治建设,“问卷”显

示“您认为政治生态应当包括”选项中“思想认识”选择占比约为 90%。具体来看,近年来都江堰市认真落实中央、省委、成都

市委部署要求,高质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创造性开展“七点课堂”

等学习活动,不断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1),持续深化“四项教育”特别是警示教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从“问卷”来看

对“思想认识”总体评价“比较好”、“好”的共占比约为 93%。 

(二)强化“责任”,搭建了政治生态制度框架。 

“问卷”显示“您认为政治生态应当包括”选项中“管党治党责任落实”选择占比约为 81%。都江堰市制定出台《关于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成都市委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精神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决定》《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工)委

(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工)委、派驻纪检组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等制度文件,刚性落实“两个责任”和领导班子成员“一

岗双责”,紧紧抓住定责、履责、督责、追责等“责任链”,强力打出责任清单、提醒约谈、述责述廉、检查考核、社会评价等

“组合拳”。细化主体责任,制定《当好“领头雁” 耕好“责任田” 都江堰市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记实手册》,

细化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等三大角色,分别对基础和创新等两大部分实行清单制。“问卷”显示对“管

党治党责任落实”总体评价“比较好”、“好”的共占比约为 95%。 

(三)明确“导向”,引领了政治生态用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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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显示“您认为政治生态应当包括”选项中“选人用人”选择占比约为 85%。都江堰市从严坚持“好干部”标准、“三

重”导向和成都市委“政治强、懂城市、会经济、善管理”干部队伍建设要求,建立“多层次研判” “多维度识人” “数据化

‘伯乐’”等三大机制,用科学的方法代替过去识人凭经验、用人凭印象的做法,不断推动干部工作由“感性化”向“数字化”转

变；强力推进“能上能下”,抓实干部日常监管,制定《都江堰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及时调整不适宜担任

现职干部 109 人,因问责被免职 3 人。2016 年换届以来,从乡镇基层、项目一线、商务投促、发展改革、综治维稳、环境保护等

方面提拔重用表现突出干部 228名；把分类培养和战略储备作为干部培养的重要方式,把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作为年轻干部历练

本领的实践舞台,不断拓宽实践提能渠道。“问卷”显示对“选人用人”总体评价“比较好”、“好”的共占比约为 96%。 

(四)扎牢“笼子”,构筑了政治生态惩防体系。 

突出建章立制,源头治理,制定《都江堰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暨建设廉洁都江堰 2013-2017年实施意见》《都江堰

市党风廉政建设“一案双查”暨主体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都江堰市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约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等规范

性文件或制度 32项,针对财经管理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制定配套管理办法 79项,推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五不直管”监督试点

等工作,切实扎紧制度笼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性长效常态机制已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立案查处党员

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646 件 681 人。2016 年,都江堰市率先在全省开展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察,2017 年 5 月,启动新一届市委

常规巡察,深入开展“三项整改”回头看,常态开展“走基层”活动,着力化解民生信访积案,2016年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较 2015年

下降 24%。“问卷”显示“对当前都江堰市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评价”中“比较好”、“好”的共占比约为 96%。 

三、问题与难点 

净化政治生态,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目的,其问题与难点在于如何实现“永葆”的思想认知、制度设计及操作路径,如

何把“治当下”和“葆长远”实现有机结合
[4]
。 

(一)认识还差“一公里”,主体责任完全做实还较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先后有 8 个单位、43 名领导干部因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被问责,说明部分单位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到位,还存在重业务轻党建问题,没有将主体责任与中心工作齐抓共管、同步推进。具体来看,“问卷”

显示“如果您认为‘思想认识’导致都江堰市政治生态存在问题(可多选)”,主要体现在“思想认识不到位” “思想学习不跟

进” “自我感觉良好” “其他”等四个选项的约占比分别为 47%、36%、38%、7%。 

(二)意识还有“一缝隙”,政治纪律规矩执行还有距离。 

仅 2016年一年,都江堰市就有 200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存在“不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事项”问题,既有个人及家庭资产漏报等不

熟悉纪律规则的情况,亦有瞒报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甚至违规经商办企业或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等欺骗、对抗组织的情况,片面的

以“个人隐私”认知党内法规,忘却群众监督之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重要作用,而想让群众监督落实的前提便是让群众知情[5],

其根源在于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纪律规矩意识还不强,落实不够、执行不力,不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这一点同

“问卷” (图 4)反馈基本一致,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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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纪律意识存在问题的主要体现方面 

(三)思想还有“一侥幸”,拒腐防变风险能力还较薄弱。 

2016年至 2017年 8月,全市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48件 161人,占案件查办总数的 50.8%以上。其中,

自今年 5月开展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以来,我市已累计立案查处“微腐败”案件 58件 67人,基层“微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基层干部拒腐防变能力还比较差,究其根源在于“四风”问题,其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尤为突出,分别占比 77%和 30%(图

5),其新表现可以概括为“浮”“假”“贪”“满”“骄”“空”“懒”,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生态,进而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公信力[6]。 

 

图 5 干部作风存在问题的主要体现方面 

(四)行为还有“一胆怯”,权力运行监督体系还较乏力。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对同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及成员还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未充分履行好党内监督专责机关

职责；部分单位党组织、领导干部对党内监督的认识不足,其监督作用发挥不够；基层群众参与监督的面不广、效果还不够明显

(2)。这说明党内外监督存在薄弱环节,尚未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根本在于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有待进一步强化,192人问卷回答中认

为“主体责任履行不力”、“监督责任履行不力”、“缺乏有效的权利运行和监督体系”、“问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流于形式”等四

个方面导致“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有待加强,其中“缺乏有效的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占比最高,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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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与建议 

“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治本问题”
[7]
,但政治生态的治理与重构显然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

就,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加以治理完善。 

(一)“以点带面”,启动政治生态营造县域试点。 

立“明规矩”同时破“潜规则”,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而促进政治生态不断完善
[8]
。县域政治生态是“细胞”,

国家政治生态是“肌体”,二者互为作用,然政治生态之于县域较之经济发展之于县域稍显被动,鉴于此突出顶层设计对治理和重

构县域政治生态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突出对既有党内法规的清理工作,一方面与时俱进制定和完善了党内法规,这

不仅对有效维护党内法规制度协调统一、加快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是治

理和重构政治生态的关键。从微观层面来看,各地尤其是县域在政治生态重构过程中更多是扮演发现问题、反映问题进而提供有

效对策建议的角色,然“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建议有条件实施县域政治生态治理及重构试点,同时完善考核评价

体系等配套制度,形成政治生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有效互动的格局。 

(二)“选人用人”,滋养政治生态营造本体力量。 

从政治生态的本意也不难看出,其政治环境中“人”的问题是政治生态体现的本体,而群众更是通过其中的“人”尤其是“关

键少数”而对政治生态进行感知和评判的,鉴于此不难得出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严实选人用人导向,在县域政治生态治理和重塑中

任重而道远。一要把“权重”和“责任”相结合。强调党组织把关作用的同时,科学设计组织部门、党委(党组)、分管领导在干

部选拔任用中的权重指标及责任体系,形成干部选拔任用入口关的同权同责；二要把“能上”与“能下”相结合。避免“上前任

劳任怨,上后甩手掌柜”,重点强化从履职过程中考察干部,真正形成能者上、劣者下的动态干部调整机制,完善因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被问责干部的再考察再任用制度设计。 

(三)“内外结合”,改善政治生态营造监督方式。 

优化权力机构配置,完善权力监督方式,搭建监督体系构建,对政治生态营造至关重要。一方面探索同级纪委对同级党委及上

级纪委对下级党委等同体平行上下监督试点。强化对“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的监督的同时,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领导班

子及成员的监督,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情况的监督,将党政正职“五不直管”(3)等试点成效扩大运用范围,规范

权力运行,同时尝试对地税等特定权力运行垂直管理部门进行试点研究,全方位立体化改善政治生态营造内部维度监督方式。另

一方面用好巡察利剑,常态开展全面巡察、重点巡察、专项巡察。通过创新开展“阳光问廉”、电视直播问政等活动,动员、引导

基层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监督,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全覆盖,促成党内外监督的强大合力。 

(四)“刚柔并济”,持之以恒净化县域政治生态。 

全面从严治党不能初见成效见好就收,县域政治生态是反映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上的“历史性

变革”让反腐的笼子越扎越牢,县域政治生态的净化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关键是“长”“常”二字,这需要深刻领会思想建

党和制度治党理论上的逻辑关系和实践中的相互作用
[9]
。都江堰市以“微党校”建设为载体,高质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创造性开展“七点课堂”,是对“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

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的生动实践,对持之以恒净化县域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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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问卷”显示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总体评价”选择“比较好”、“好”的共占比约为 94%。  

2“问卷”显示“都江堰市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其他问题”中“普通群众难以参与或不愿参与”、“纪检干部自身素质不强,

业务水平不高”、“党风、政风、民风建设彼此割裂”等分别占比 68%、19%、18%。  

3《关于“研究制定对地方党政正职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加强监督的实施办法”改革项目实施方案》(成纪办【2014】50 号

文),都江堰市试点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和执法、物资采购的工作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