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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易犯的66个错误》

前言

　　敬业、忠诚与负责，是衡量每一名公务员能力和人格魅力的尺度。　　（一）　　如何才能对得
起“公务员”这三个沉甸甸的字？一位老干部在退休时　颇有感触地说：作为政府公务员，责任大，
担子重，在做人做事上要学习的　东西很多，但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环节是要努力学会尽可能少犯错误
。　　如同歌德所说过的：“只要奋斗，就会犯错”。公务员在日常工作实践　中，难免出现或大或
小的错误。错误是绝对存在的，但这不是我们放任错　误发生的理由。因为，多数错误我们可以通过
学习来加以规避。　　（二）　　常言道：“风正则帆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公务员是政府
职能　的具体执行者。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工　作效率。而建设服务
型政府，意味着政府在行政管理模式上和公共服务　职能上有了新的转变，这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因此，作为公务员不能只是将工作作风停留于不犯错误——这种“无　
过即功”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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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务员易犯的66个错误》挑选了66个公务员身上常见的错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对那些反面典型
进行反思。从中汲取教训，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公务员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始终不忘人民公仆的根本职责，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才能做
到不为私欲而害公、不为小利而失节
聪明的人从不掉进同一个陷阱。更聪明的人从不掉进看见别人掉过的陷阱。这就是所谓的“以人为鉴
，可以明得失”。编者相信：你一定是那个更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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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敬业明德篇
1 公务员不作为
2 对待工作的心态不正确
3 考虑薪水多于工作
4 没有明确的目标
5 感性高于理性
6 不敢于承担责任
⋯⋯
第二部分 工作效率篇
⋯⋯
第三部分 为人处事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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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抱着旧“官念”不愿意放　　在一些人观念里，当公务员就是当“官”，是国家干部，是政府
雇佣来“管理”民众的。这样的公务员，很难说他们工作不勤勉。相反，很多时候他们起早贪黑地工
作，为管理好分内的事而殚思竭虑。但比较奇怪的是：他们的付出与回报常常不成正比，“好心”有
时被当成了“驴肝肺”，一些良好出发点的举措得到的却是民众的抵触。于是，一些公务员忍不住感
叹：　　现在的公务员越来越难当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简而言之，传统的“牧羊”式
管理失效了。在封建社会，各级官员是“牧羊人”，他们在放牧民众（民众是被驱使、放牧的“羊”
）。这种传统的观念虽然经过建国后的几十年清肃，但在当今某些公务员的大脑仍有或多或少的遗毒
。　　哪里水草丰盛就把羊驱赶到哪里，哪里有沼泽和猛兽就把羊赶开些——这种类似放羊的管理方
式在古代的官员身上一旦得到贯彻，就是难得的好官。但现在的公务员要是这样来“放牧”民众，显
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了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从国家
到地方，大量的行政审批项目被削减，很多地方都开办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这实际上是政府从原有
的行政管理色彩中逐渐淡出，迈开了走向服务型的步伐。近年来，我国先后推出《行政许可法》、《
国务院工作规则》、《公务员法》等一批法律法规，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明显
进展。　　在2008年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纷纷就“建设服务型政府
”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个目标的完成，要靠全体公务员的共同努力。其中，全国
人大代表、青海省副省长骆玉林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非常有针对性；现在一些政府机关仍然存在着
干部作风散漫，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亟须改进和提高等问题，建立一支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十分迫
切。　　时代在发展，我们应该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认识“公务员”这个角色。　　可以这样说，称
职的“公务员”，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服务员”。　　从“干部”到“公务员”　　“干部”这
个词，原本来自于日文，意思是：在一个组织中担任管理和领导职能的人。建国以后，“干部”这个
词在我国的党政机关广泛使用，逐渐取代“官员”一词。今天看来，“干部”带着浓厚的时代烙印，
它反映出政府公务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就
是计划经济和社会管制。　　今天的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民众需要的是一个服务型政府，其核心
价值就是：具有核心竞争力、民主和负责、法治和有效、合理分权、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服务型政府与计划时代的行政体系具有迥然不同的价值理念，而这种理念的载体，就是公务员。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
《公务员法》），并从2006年1月1日起　　施行。从《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尤其是政府组建国家
公务员局以后，政府的职能正在发生改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发表评论
认为，国家公务员局组建带来的变化，是“干部概念基本没有了，但保留了公务员概念。”从“干部
”到“公务员”，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概念变化，它所反射出来的是公务员群体的身份回归，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管理者到服务者，公务员身份的回归，契合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也
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客观要求。计划经济时代，行政部门对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严加掌控，市
场不能合理调配资源，物资不能自由流通，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被束缚，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因此处
于困乏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现象虽然在改变，但却并没有消失，一些地方的计划经济思
维依然严重，行政部门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阻碍了社会发展。可以说，新的时代在呼唤一种新的行
政理念。　　而公务员身份的回归，正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保证。公务员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要体现出其服务性，就要改变以往管理者、领导人的思维和办事方式，要以民众愿不愿意作为取舍
标准，以民众满不满意作为评价标准，处处为民众着想，事事对民众负责。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平和
服务质量，公务员还要虚心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行政能力。　　从干部到公务员，从管理者到服务者
，这种行政理念的转变，既反映出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强大推力。在这一进步的潮流之中，公务员不能倦怠。　　2.封建特权思
想严重　　据《海南特区报》报道：2008年10月30日晚，海南省农业厅一名中年男子醉酒躺在儋州顺
龙宾馆810客房内，要求120医务人员在客房内为其打醒酒针。男子的要求被拒后，穿着内裤在宾馆走
廊内追打两名医务人员。　　男子身穿内裤，威风凛凛到处追打医务人员，让人不禁啼笑皆非。事后
，有人问这个借着酒疯殴打医务人员的男子：你为什么要求在宾馆房间打针而不愿去医院？他说：“
我是处级干部，身份特殊。”原来，这个男子是海南省农业厅的一处级干部！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
，马上就在网络上形成热议，一顶“内裤处长”的帽子被网民扣在该醉酒男子头上。这件事产生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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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了海南大特区的文明形象。　　网上有人这么评论：“因为是处级干部
，所以必须享受医务人员的‘上门服务’，否则就大打出手——海南省农业厅这个‘内裤处长’的恶
劣行径所表现出来的丑陋狰狞面目，怎么看都像旧社会的豪强恶霸。他其实已经丧失了一个国家公务
员应具备的品德，严重损害了海南干部队伍的形象，如果不严肃处理并将他清除出公务员队伍，势必
纵容领导干部的跋扈与骄横之气！”　　醉得一塌糊涂了，却牢记着自己的处长身份。牢记这个身份
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如果牢记是缘于一份高度的责任感，那倒是值得表扬与歌颂。但该处长的牢记
，记的是身份所带来的特权。这也难怪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不可否认，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
有极少数不能很清楚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能够体现出人民公仆的角色，总是感觉自
己手中有权力，但又总是忘记了是谁赋予了自己这些权力。他们不仅不尽公仆应尽之责任，甚至变“
仆”为“主”。更甚的是：连最后一点责任也不要，要变“主”为“王”。这类例子并不少见，在此
不再一一举例。　　在这里，我们只想请公仆们看看人民的好公仆牛玉儒吧。也许，通过他的点点滴
滴，我们更能体会到人民公仆的责任是应该怎么去体现的。1997年4月，牛玉儒当选包头市市长。他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市长，首先要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不辜负人民群众的重托与期望。”
　　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市长，工作千头万绪。牛玉儒想，必须探索出一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有
效途径，了解人民群众所想、所愿、所需，更好地服务一方百姓。　　作为包头市市长，1000万市长
预备金，牛玉儒拿出一半搞社保；黄金地段，他拿来建市民休闲广场；他深入大街小巷调查摸底，让
人把街灯装上，照亮黑巷⋯⋯　　在牛玉儒工作过的地方，与他交往过的老百姓，都对他深深眷恋，
忘不了这位“平民市长、平民书记”。　　“人民的利益高于天。”这是牛玉儒的座右铭。他把群众
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　　在他的倡导下
，2000年10月18日，市长电子邮箱和市政府热线电话12345开通，平时从不爱题词的牛玉儒这回破了例
，专门为“政府热线”题词：“要办，就一定要办好。”　　“政府热线”的开通，能促使有关部门
帮助群众尽快解决一些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急事、难事，更重要的是，许多群众的意见也使政府的决
策变得更加务实科学。　　在“政府热线”开通后不久，一位下岗职工打来电话说，负担调价后的取
暖费有困难。牛玉儒主持市长办公会议做出决定，对几类对象给予特殊照顾，使这位下岗职工特别高
兴，也使有像这位下岗职工一样处境的人受了益。“政府热线”连民心，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到了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一二三四五，有事找政府”，一时成了包头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
们是人民的政府，要执政为民，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不论是当市
长，还是当市委书记，牛玉儒总这样告诫干部。　　“城市规划和建设，必须以人为本。”牛玉儒以
此为宗旨。他把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品位放在城市建设首位，既考虑经济效益，更
要考虑社会效益。　　牛玉儒先后担任包头市市长、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不论是经济实力、人口数量
还是城区规模，两市在内蒙古都排前两位。牛玉儒把方便市民工作和生活，作为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到过包头的人，都会去那个充满现代气息的银河广场：绿草如茵、鹿鸣呦呦，音乐喷泉
、水幕电影⋯⋯然而，人们很少知道这个广场由构想变成现实的周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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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务员易犯的66个错误》挑选了66个公务员身上常见的错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不仅可作为
公务员工作中的常备书籍，而且也是一本公务员提高职业素养的培训教材。　　口碑热销第3刷你看
了吗？　　错误是绝对存在的，但不是我们放任错误发生的理由。　　敬业、忠诚与负责，是衡量每
一名公务员能力和人格魅力的尺度。　　常言道：“风正则帆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公务员
是政府职能的具体执行者。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而建设服
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在行政管理模式上和公共服务职能上有了新的转变，这对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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