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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小县”改革之后】1.一再精简的破局之举

【导语】人口规模小，地域面积大，机构“小、散、弱”，部门间职能相近较多，服务保障

能力受限……为破解“人口小县”难题，果洛州玛多县先行先试，推进“人口小县”机构

改革。时间已过数月，成效如何？下面来关注记者的报道。

【正文】（地标：果洛州玛多县委编办，进门过度画面承接）由于 2021 年 5 月 22 日的那次

地震影响，玛多县城尚在重建完善之中，各职能机构依然在临时办公点办公。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委编办主任 梁文广：（现场）你好，欢迎！你们来的真是时候，

我们改革到现在是刚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请坐……

【正文】梁文广，2021 年调到玛多县工作，就从这一年开始，他作为县委编办主任，具体

参与到玛多“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工作当中。

【同期声】中共玛多县委编办主任 梁文广：从去年的 5 月初到今年的 9 月份结束，整个改

革全过程的所有的资料到这里一共分为 1、2、3、4、5，一共分为 5 册……

【正文】玛多县地处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核

心区，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面积 2.53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46 万人，且居住分散，

是青海省典型的“人口小县”。改革前，全县 28 个县直党政群机构中，就有 13 个“四人以

下局”，机构编制少，服务半径大，行政效能严重受限。

【同期声】中共玛多县委编办主任 梁文广：玛多县这个改革其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了。原来的话，我们每一个部门是 3.7 个编制，3.7 个编制就是平均不到 4 名，我们就满打

满算算了 4 个编制，去掉一正 2 副或者一正三副干活的基本上就没有，因为这里海拔高，

所以不排除有些干部就请病假就走了，然后部门平均剩下两个干活的，可能就一个干活的，

这样一来你看加上这么大的服务半径，这么艰苦的条件，所以你看工作开展的困难有多大。

【正文】困难摆在面前，如何改？省州县三级编办做了充分调研，最终，玛多县按照“一

类事情”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提出涉改部门“三定”和

“九定”方案，于今年 9 月 15 日正式发布。这个方案将 25 个党政机构整合为 20 个；5 个

领域的执法队伍整合为一；31 个事业单位调整为 28 个，“四人以下局”减少为 8 个。

【同期声】中共果洛州委编办主任 才让太：通过省州县三级编办联动，推进人口小县的改

革。我们本着一体化推进改革，党政机构大部门制改革，事业单位整合改革，一体推进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和群团改革，从这么 4 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革。

【正文】这次“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推倒了玛多县各职能机构之间的“部门墙”，进一步

明确“大监督”“大组织”“大文化”“大生态”“大农牧”“大保障”“大建设”“大执法”的

基层治理理念。索南措，是新组建的玛多县民政和社会保障局的社保业务经办员，她对机

构改革深有体会。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民政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办公室社保业务经办 索南措：我需要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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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基本信息，我系统不支持的话，我就会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到其他系统，然后查询他

的基本信息，这样的话我就能得到一个数据的共享，非常便捷。

【正文】这次改革，将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的人事管理职责外的其他职责、原

县民政局全部职责整合，组建县民政和社会保障局，与县医疗保障局合署办公，加挂了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牌子。

【正文】（地标：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讲政策现场效果声……）年关将至，玛多县民

政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台上讲，台下听，打

通了政策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措揉村村民 旦正加：以前的话，（住在）牧区里面的比

较多，我们就来不了，现在宣讲的话，就集中在一起。社保也可以，就业民政的都集在一

起，一次性就全讲完了，挺方便的。

【正文】在这次宣讲中，“大保障”“大民生”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局长 罗洛：这就是我们“人口

小县”改革的一个优势。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工作都能带到基层当中宣讲发挥出咱们的（作

用）真正做到了“大民生”。

【“人口小县”改革之后】2.一再提升的行政效能

【导语】玛多县结合面积大、海拔高、编制少的实际，在保障基层政权职能完整和基层基

础工作力量不减弱的前提下，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试点方案。那么，如何进一步有效提升“人

口小县”的行政效能和履职能力？下面来看记者的报道。

【正文】（地标：果洛州玛多县委组织部）记者采访时，玛多县委组织部正在梳理今年以来

干部请休假情况。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周峰邦：（现场看请假条）我们是按月统计的，

每个月的假条装订成一本，按月统计。记者：这么对比下来，7月份请假是最多的。

对，7 月份因为家里面孩子的上学，这些请假的比较集中一点。相对来说平均下来一个月是

90 到 100 人次。

能达到 50%，相当于一半人请假。

我们大概下来是两百人左右科级。干部里面请假的是 100 人。

【正文】和梁文广一样，周峰邦也于 2021 年到玛多县，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在玛

多工作，每位干部面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平均 4500 米的高海拔。一本本按月统计的科级干部

请假条，请假内容不少与高海拔引起的身体不适有关。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周峰邦：请假的人多了以后，不请吧，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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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生了病，有的同志是长期三级高血压，坚持带病上班，有的确实是家里老人生病，孩

子无人照顾。要是请假了吧，工作也没办法开展，比较矛盾。

【正文】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国家强。作为“人口小县”，玛多县由于人口少、编制

少，导致相关机构规模小、力量散，履职能力受限。只要有人提出请休假，一些“四人以

下局”就会出现停摆问题。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委书记 丁凤山：玛多县人口少、编制少、服务半径大、海拔又高，

条件又艰苦，平时请假的人又多，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启动改革的步伐。

【正文】（地标：国道 214 线玛多段，黄河乡行车画面）

【同期声】（车内交流现场）华书记，这是我们村 64 万那个白藏羊的资料，县上农牧局那

里盖个章子，要去两个单位……

【正文】一大早，玛多县黄河乡党委书记华才让带人前往县城办理白藏羊产业发展项目的

审批。

【正文】（大厅办事的效果声）审批事项涉及乡村振兴局等两个部门，由于“人口小县”机

构改革，相关部门作了整合调整，这次办事从送审材料到盖章，不到半小时就办完了。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黄河乡党委书记 华才让：以前是两个单位，我们要到处去跑，现

在整合了以后是一个部门。我们就是工作上面就方便多了，时间也缩短了，效率也就提高

了。

【正文】让机构设置更加优化、职能配置更加协同、机制运行更加高效，玛多县“人口小

县”机构改革不但调整优化了职能部门的行政效能，还促进一些项目资金的合理统筹使用。

【正文】（地标：果洛州玛多县花石峡镇，航拍画面起）眼前这条通往花石峡镇维日埂村的

砂石路，原本是一条“断头路”。原来的玛多县交通运输局由于缺少资金，无法及时修建。

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之后，原县交通运输局、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部职责整

合，组建县交通运输和住房城乡建设局。新组建的部门把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47 万元农

村公益事业奖补资金和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这 11 公里砂石路的建设，一

举解决了当地牧民群众的出行问题。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交通运输和住房城乡建设局干事 李建龙：当时要是修这条路的话，

就是咱们交通局资金短缺，需要申报项目，等申报项目下来之后，修建需要很长时间，难

以按时完成修建。

【正文】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从工作实际和发展需求出发，精简了机构，优化了

职能，推动了各部门运行流程的再造。

【正文】（效果声）玛多县有 1513 公里农村公路，为做好下一年的公路建设和养护，这几

天，玛多县交通运输和住房城乡建设局主动与省州两级相关部门对接项目。由于一些事项

有重叠，在对接时，相关部门从源头上对项目提出了资金整合、政策配套的建设性意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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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小县”机构改革的优势再次发挥出来。

【同期声】青海省公路局农村公路管理部部长 冯海东：通过这个机构改革以后，他们把好

多的力量整合以后，一个是从项目的管理也好，从统计口径也好，整个确实提升了工作效

率。

【“人口小县”改革之后】3.一再续写的改革文章

【导语】玛多县的“人口小县”机构改革，采取“合并同类项”的方式，打破了“部门墙”，

对“四人以下局”等小部门的职能、架构做了进一步调整优化，起到了机构“瘦身健体〞

的效果。如何让改革产生更有效的“化学变化”，续写好下半篇文章？下面继续来关注记者

的报道。

【正文】（地标：果洛州玛多县委群团工作委员会临时办公点）推开这个办公点的门，是一

间大办公室，十多个工位上，各块面工作人员正在各自忙碌。这里是玛多县“人口小县”

机构改革之后新组建的县委群团工作委员会。

【同期声】（现场声）中共玛多县委群团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窦卫生：像这个在一起办公有

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有些群团工作就可以在集中抓落实，比如像我们这个才让多杰，原来

是我们工会的秘书，现在就是负责我们群团的党组的理论学习的这一块儿，群团协同化之

后，感觉到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更能够劲往一处使，能够把工作抓的更具体时效性更好一

些……（声音渐隐）。

【正文】新组建的县委群团工作委员会，让玛多县的大群团”一体化协同化建设迈开新步

伐。为“势单力薄”的基层群团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强起来，提供了组织保障。

【同期声】中共玛多县委群团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窦卫生：我们群团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

我们就是集中力量来做一些活动，做一些工作，这样的话，从目前来看就是效果非常明显。

【正文】（地标：果洛州玛多县玛查里镇）玛查里镇是玛多县政府所在地，人口虽然只有 5400

多人，但有关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的事项依然不少。由于在冬季，街道上的车辆乱停、垃

圾乱堆问题不断抬头，需要随时执法检查。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大队队长 索南多杰：（车内现场声）去了以后

先检查他的门前卫生干的好不好清扫的。按照这个，按照门前三包的责任书清扫的干净不

干净？

【正文】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之后，按照“局队合一〞“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设

计，将劳动保障、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农牧、文化五个领域的执法队伍整合为一，新组

建综合行政执法局。索南多杰的综合执法一大队不再只限于城市管理，要做到“应管尽管”，

实现综合执法。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一大队队长 索南多杰：以前，都是像我们城市管

理这块儿的话，现在执法合并以后，这些法律文书都是合并成一个了，方便我们日常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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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正文】（地标：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管委会）海拔 4500 多米的玛多县，是三江源国

家公园黄河源的核心区。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时，将国家公园的公共管理职

责也划了进来。

【同期声】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管委会生态保护站站长 韩常鹏：当时我们国家公园试

点成立的时候，玛多县为了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无条件的给我们划转了 55 名编制，

并且划拨了现在我们所在的办公场地，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

的框架搭起来了。

【正文】为了理顺地方政府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职责关系，玛多县“人口小县”机构改革

之后，还将承接三江源国家公园“三定”改革方案，将园区内涉及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林业草原等公共管理职责剥离出来交由玛多县政府承担。

【同期声】果洛州玛多县委书记 丁凤山：我们目前在“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基础上，相

信能承接好新一轮的改革，包括和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的，目前主要是在等待三江源

国家公园的“三定”方案，方案下来以后，按照改革的要求，我们能承接好也能够理顺这

个关系，相信能够做好能够做到。

【正文】改革永远在路上。为进一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省州县三级编办将在跟

踪了解玛多县涉改机构职能发挥情况基础上，有序衔接即将开展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新

一轮机构改革等事项，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同期声】青海省编办副主任 贾薇：在玛多县开始尝试做人口小县的机构改革，我们省和

州两级编办亲历指导我们县一级的党委政府扛起了改革的重任，按照大部制，扁平化，建

机制，强效率这样的一个工作思路来推进改革。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改革试点的评估工作，

总结经验。为我们青海的人口小县的基层治理工作蹚出一条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