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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情反映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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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常德日报》1999年5月15日一版刊登的消息《摸坨排序当组长 轮流坐庄真荒唐》，之

所以被《法制日报》、《羊城晚报》、《文萃周报》转载，之所以被《湖南日报》做材料写成

言论刊登于头版，之所以获得湖南省地州市报好新闻一等奖、湖南省好新闻二等奖和中国大中

城市党报好新闻二等奖及中国地市报好新闻二等奖，是因为反映了事情背后隐藏的大问题。  

这条消息说的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门桥镇双堰塘村允许每个户轮流当组长，且通过抓阄

来确定当组长顺序的事。乍看，会感到这条消息是小鼻子小眼睛：字数少，包括标点在内只有

380字；单位小，是农村行政村的一个组；事情小，不就是抓阄确定当组长的顺序吗？意义

小，能反映什么大问题呢？  

其实，认真一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条消息不同凡响，反映了我国目前带普遍性的4个重大问题：

一是农民的素质亟待提高。消息中提到，那个组的农民都争着要当组长，目的却是为了“当

官”和“发财”。二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亟待改进。面对群众不正当的要求，联系该组

的村支书不是耐心说服教育，而是采用了荒唐的方法：让家家户户都轮流当组长，且用抓阄的

方法确定当组长的顺序，致使该组组长这一“官位”排座到了2026年。三是农村基层干部的法

律意识亟待增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组长也要选举产生。抓

阄定组长显然是违法的。四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亟待改善。据了解，该组所在的村是鼎城区

的“建整扶贫”村，这个区的有关负责人和镇里的领导理应去这个村的各组转一转，了解情况

解决问题。然而，1996年发生的这桩怪事，在曝光之前却一直无领导过问。  

从分析这条消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写批评报道，不能仅看事情本身的大小，而要看事情

背后有没有隐藏大问题。确定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针对性和普遍性。因

此，作者在写批评报道之前，一定要结合事实，站在全国的高度去认真分析。  

本文作者在写此稿之前就进行了以上的分析。如果作者当初听信别人对这件事“没有多大意

义”的评说，也就没有这条批评报道的诞生，更谈不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条批评报道曾引起常

德市委的关注。常德市委责令鼎城区委调查处理。鼎城区委、石门桥镇党委派出专门的工作组

做通了该组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宣布抓阄产生的组长一律撤销，且按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了新组

长。此外，鼎城区委在全区范围内对组长的产生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和处理了另外几起同样

的事情。之后，鼎城区委明文规定，今后出现类似的问题，坚决追究乡镇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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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堰塘村10组组长排座到了2026年  

本报讯 5月11日，记者在鼎城区石门桥镇双堰塘村了解到一桩怪事：该村10组的组长，在2026

年以前都已排定座次。  

1996年，双堰塘村组长的“年薪”达到了2000多元。于是，该村10组农民争着要当组长。当

时，联系10组的村支书“灵机一动”，一锤定音：除了五保户，一家当一回，一回就一年，摸

坨定顺序，轮流来坐庄。全组家家户户皆大欢喜，每家派出“手气”好的代表摸坨，都想摸到

前面的几个号子。如果轮到哪家，哪家便指定一个人去当“官”，不管文化高低，不管年龄大

小，不管身体好坏。从1996年开始到今年为止，这个组已有4户人家轮到了当组长。  

记者问了该组几个农民对如此确定组长的看法。他们众口一词，“家家能当官，户户能得好

处，有什么不好呢？”  

与记者一道采访的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宋道利说，如此确定组长是违反有关规定的。组长也是农

村基层干部，应由村里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候选人的条件，再由组里的农民民主选举产生。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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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情反映大问题 会员评论[共 1 篇] ╠

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啥有的记者不愿意抓小的稿子，除了记者本身的问题外，重要的还是周围环

境的影响，领导不重视小稿，编辑不愿编小稿，所以记者也就出现了不想做那种 [wht2004于2003-12-20发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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