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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舆论争议，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表示，“躺平”“休闲”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
主要是指党员干部缺乏干事创业的信心与斗志，不担当不作为、推脱躲绕、不思进取的现象。对于
不担当不作为等躺平式行为的处理，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等党内法规
有明确规定。

彭新林表示，基层政府搞投票评选“躺平休闲人员”，期盼治理躺平现象，改善基层干部工作作
风，其出发点是好的，也传递了拒绝干部躺平的积极信号，但要避免误伤，而且不能走偏，陷入“评
选”的定式思维或者异化为新的形式主义。

“对干部工作作风及绩效的评价，根本上还是要靠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要建立健全综合
性、动态的干部监督管理长效机制，不能单纯依靠票选躺平人员。对躺平现象的治理，也需要多措
并举、综合施治、标本兼治。”彭新林指出。

彭新林认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有三个关键做法：一是要以刚性制度加大干部能上能下推进
力度，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二是要加强对干部的经常性监督，
把监督落到实处；三是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202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引导激励党员干
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完善了对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

据中国新闻网

“躺平休闲人员”
评选名单引热议

整治躺平式干部又现新举动。近日，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发布《南山镇
2023年度躺平休闲人员拟定名单公示》，8名干部被列入南山镇2023年度躺平休闲人
员拟定名单，引发舆论热议。

对此，一些舆论对“躺平休闲人员”的评选机制产生质疑。“躺平休闲人员”如何定义，
又如何评选？

多地公开评“蜗牛奖”“躺平者”
南山镇评选“躺平休闲人员”，并非地方整治躺平式干部第一例。梳理发现，近年来，多地向躺

平式干部亮剑，引导广大干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早在2016年1月，江苏省泰州市就公开宣布设立“蜗牛奖”，主要针对推进重点项目不得力、

履行行政职能不到位、解决群众关切问题不及时的责任人，并于4月公布首批“蜗牛奖”获得者名
单，12个部门（单位）被公开曝光。

之后，浙江省嵊州市、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等地，相继设立“蜗牛奖”。
一些地方还建立起能上能下、双向激励机制。2022年2月，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公

开评选出7个“景宁奋斗者”、3个“景宁躺平者”单位和乡镇。景宁县纪委监委出台《“景宁躺平者”
认定办法（试行）》，通过社会公开征集、专项督查、上级交办督办、巡视巡察、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等
方式收集问题线索评出“景宁躺平者”。

争议
如何定义、评选“躺平休闲人员”

南山镇的这份公示名单被见诸网络后，舆论关注热点在于如何定义“躺平”“休闲”，有无政策
或法律支撑？又如何评选，是否会存在误伤问题？

对此，南山镇党委委员黄恒建向媒体表示，为探索实施干部队伍“末位鞭策”制度，南山镇先后
制定出台了三份文件，设置了评定躺平休闲人员的7个类别，具体包含工作纪律、态度、能力、效
率、服从工作安排、组织安排等内容。

黄恒建介绍，2023年10月初至12月底，南山镇进行躺平休闲人员评定，开展了调研谈话和针
对性调研谈话共两轮。第一轮谈话覆盖了全镇超50%的工作人员，通过广泛调研谈话梳理出初步
名单；第二轮谈话则主要是通过对重点关注部门全体人员谈话、无记名投票等方式确定名单。

经过前期调研、民主测评、作风效能领导小组审定后再公示，整个流程形成一个闭环，在此基
础上最终评定躺平休闲人员。

黄恒建还表示，该举措在单位内部一定范围进行提醒警示教育，且并不涉及相关纪法处分。
南山镇对躺平休闲人员给予6个月的整改期，整改合格后，南山镇将发文公示相关人员退出躺平
休闲名册。

专家声音

要避免误伤且不能走偏
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南方小土豆”
是爱称还是刻板印象？

去年春天，淄博烧烤火出圈，当地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在今

年冬天，哈尔滨也因热情对待远道而来的游客而圈粉无数，成为社

交媒体上新的“流量城市”。

作为此次旅游热潮的主要群体——“南方小土豆”，也频频登

上热搜。但随着热度的发酵，有人认为，“南方小土豆”的梗多少让

人不适，各路网友更是因此在网上争论不休。

对别人身高的不尊重
所谓“南方小土豆”是一种刻板印象，源自南北方人的平均身高差异，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南方人身材较为矮小，北方人身高比较魁梧。而并
不是所有南方人都矮小，部分网友认为，使用“南方小土豆”这一称呼容易
加深这一刻板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矮化，对别人身高的不尊重。

观点2

觉得可爱、亲切才叫
不少北方网友解释，叫南方游客“小土豆”是因为觉得可爱、亲切，在

东北本地，身材矮小的会被叫做“地缸”“地出溜”。还有网友说，“南方小
土豆”其实最开始来自于几个南方游客给自己的称呼，东北方言里本就没
有小土豆的语言习惯。

网络投票

随后，多家媒体在微博发起“你怎么看南方小土豆这一称呼”投票。
53%的网友投给了选项一“可可爱爱”，14%的网友投给选项二“非常反感”，
12%的网友投给选项三“不太好听”，21%的网友投给选项四“我无所谓”。

53%的网友投给“可可爱爱”

媒体评论

无论“南方小土豆”是自称还是爱称，都不应该被过度解读、过度使
用。跳出这一称呼，我们要看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人情味，看到哈尔滨的
真诚与付出。同样的，哈尔滨也要找到让这波“热度”保温的方法，持续发
力，保持真诚，让更多人感受到哈尔滨的“温暖”，让哈尔滨“火热”过后还
能“长红”。 ——红网

“南方小土豆”摸索出了跨地区交流的新模式，也拉高了冰城的“温
度”。南方游客在东北花式被宠的背后，折射出当地用心服务的正向观
念。 ——正观新闻

是自称还是爱称
都不应过度解读

抛开大大小小的争议，这场双向奔赴落到每个人身上，不

都是最独特生动的记忆吗？城市地铁化身免费‘摆渡车’，市民

开私家车接送游客，司机用温柔‘夹子音’跟乘客对话……每个

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的都是质朴热情。即便一座城市火起来

后，并不代表着‘十全十美’，但至少从目前看，哈尔滨已然接住

了这波‘泼天的富贵’。

南北交流不止一种叙事模式，无论是‘南方小土豆’还是

‘广西小砂糖橘’，让我们珍惜这份跨越地域界限的情感链接，

挖掘更多真诚优质的旅游服务，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综合齐鲁壹点、红网、正观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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