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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如网络课堂、视听技术等。通过推广视听技术和网

络课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务培训。实

践表明，“主会场+视音频传分会场”的培训方式在政

策、理念、专业知识及通用技巧方面的培训效果良好。

因此，在省级、州/市培训时，可通过线上同步或视频重

播的方式将培训内容向县农村三级延伸，拓宽优质课程

覆盖面。这不仅可扩大课堂规模、降低培训成本，缩小

地区、城乡培训差距。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让交

通不便、地域分散的边远地区的干部接收到最优质、最

前沿的课程。对于专业性强的技术类、实操类课程，可

根据不同受众进行授课。例如，对于难度大、且需要现

场指导演练的课程，尽量采用小班教学，确保学员能够深

入理解和掌握相关技能。同时，可以考虑以县乡为单位或

同工种为单元，集中到党校、职业院校集中学习，确保每

一位学员都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指导，提高学习效果。此

外，也可以探索采用送教下基层的方式，将培训资源主

动送到边远地区，以提高培训的便捷性和覆盖面。

（四）构建一套运转有效的培训管理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课程质量管理机制。每年根据需求征

集新的选题，开发新课程，同时淘汰评价低的课程，确

保培训课程始终保持最新，最符合需求。二是在中长期

（超过三天）的培训班中，要求培训组织方既要安排党

性教育课程，又要安排提升业务能力水平的实操课。要

尽量减少空洞无物的课程，践行 “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的指导思想，保证培训的实际效果。三是各在职人

员培训基地要加强优秀师资的推介。在征得教师同意的

情况下，公开其联系方式，为基层直接招聘提供支持，

保持教师队伍的活力。四是引入培训考核机制，要求学

员提交考察作业和学习心得，装订成册内部传阅或内网

共享，倒逼干部学习态度端正，认真作业。五是设立奖

学金，评选出一定比例的优秀学员，进行精神和物质激

励。对典型个案进行宣传，促成培训的良性循环。六是

引入培训机构招标竞争机制，允许培训公司介入机关、

事业单位的培训。此外，要强化物质保障。要兼顾经济

发展和物价指数，逐年增加培训预算和师资费用。在课

时费方面，以《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为依据，坚持优

质优酬，实行学员匿名评教机制，引入课酬与学员评价

结 果 呈 正 相 关 的 薪 酬 机 制 ， 倒 逼 培 训 师 资 和 质 量 的 提

高。对于口碑好、需求大的师资，可结合市场和培训效

果通过“一事一议”确定标准。对送教距离超过200公里

的酌情增加，破解名师“送教距离越远，培训费越低”

的困境，促成高质量业务技能培训在各地、各行落地开

花，有效破解基层干部本领恐慌和“能力躺平”。

总结与展望

在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

着 力 构 建 一 支 富 有 战 斗 力 的 基 层 干 部 队 伍 显 得 尤 为 迫

切。通过对基层干部能力躺平现象的深入分析，本文提

出了加强基层干部业务技能培训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

业务技能培训的强化不仅在于打破知识陈旧、习惯老一

套的桎梏，更意在解决基层干部在工作动机和职业兴趣

方面的缺失问题。通过加强业务技能培训，有望为基层

干部打破能力躺平现象带来积极的变革。然而，要使这

一变革真正深入人心，必须认识到解决能力躺平不仅仅

是解决不会干的问题，更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不想干、不

敢干的深层次问题。除业务技能培训以外，要激发基层

干部的活力和创新潜力，还需引入心理方面的培训，帮

助基层干部建立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自信心，在培训之外

寻找更深层次的方案解决思想躺平。通过综合施策，我

们矢志期待未来基层干部队伍更加充实、活力十足，以

此 为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事 业 贡 献 更 为 显 著 的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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