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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工作基本维度及其规范表达

▎（一）思想、意识、观念、道德类：加大对……宣传教育、营造……

氛围、转变/树立……观念

1. 某种不好的行为出现觉得没那么严重、觉得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知

识、意识缺乏（与防范、风险等相关）、科学素养（和食物、环境污染

相关）、鉴别能力

2. 做什么事觉得艰难而后放弃——遇到困难容易放弃/抗挫折能力弱

3. 做某件事为了收礼——以敛财为目的

4. 某些风气不好的事情干部、领导去做了——带坏风气/影响风气

5. 坐等政府救济、争要低保、争当贫困户——“等靠要”思想

6. ……和……不应该厚此薄彼/……和……并重——兼顾……和……/

统筹兼顾/全局意识

7. 遇到困难仍然坚守岗位——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材料中涉及到某个人的头脑、心理、思考等方面的内容。出现“不知

道”“觉得”“感受”“意识”等词——思想/观念/认知/价值观

9. 迫切希望成功/达到目的——功利/急功近利

10. 会玩些“小花样”，动脑筋，点子多——创新能力强/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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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不认同，不觉得某事是好的——认同感低/认同感不高

12. 以前，XXX 是某种主流的观念，现在不再持有这种观念——转变观

念/转变思想

13. 以前追求的只是能“吃饱穿暖”，现在消费追求的是“自我充电”“兴

趣”“情绪调节”“提升技能”等——从追求物质到追求提升自我（提升素

质/提升能力）

14. 以前只注重产品的实用价值，现在更喜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从

注重实用到注重兴趣

15. 发展中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将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首要标

准，而无视污染严重的企业，或者“边污染，边治理”、“先污染、后治

理”甚至“只污染，不治理”——重经济、轻环保

16. 夜以继日、合力奋战，攻克一个个难关——刻苦钻研

17. 过去，政府部门都是等着市民上门办事，现在则变成了主动告知市

民来办事——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二）法律法规、制度、体制机制类

1. 频繁变动、一件事一下这么做，一下那么做——稳定性/连续性

2. 有……鼓励机制——建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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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颁布/完善/健全/制定了《……法》；通过/颁布/完善/健全/

制定了……等法律/法规/法案/法令——完善相关/有关法律/法规；完

善……（某领域/范畴/类型）法律/法规

4. 该法规定……；……；……出台/编制/完成/制定/下发了《……办法

/通知/决定/条例/刚要/章程/条例/意见》——明确……（规定涉及的

几个方面/主题）等相关规定/章程/条例；明确细则/标准/内容/细

节……；对规定/内容/标准进行细化，制定/完善政策

5. 制定政策时，不考虑实际情况灵活对待，采用“一律拒绝，一

概……”“各地都必须……”的做法——政策简单粗暴、一刀切

▎（三）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类

★ 人：招聘、引进；培训、教育、培养；人才管理、量才使用；奖励、

处罚、公平、激励机制

1. 材料中有好人好事例子，领导干部带头做、英模、感动中国人物评选

——发挥典范和楷模带头作用

2. 聘请专家、培养某方面的人才——人才队伍建设

3. 配备专职人员、办理事情找相应负责人——精细化管理/专人管理

4. 自发做某事——自发、自愿、自觉性；积极主动性/自主性

5. 做好一件事有奖励，做不好有惩罚——奖罚结合/有奖有罚/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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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多也只是出台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

奖励等引才政策——引才政策物质化、功利化

7. 现在，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学历、高效能、高层次、高大上、高精尖

的人才；而给人才的往往就是“老三样”——钱、房和户口——同质化/

物质化

8. 以前是现场招聘为主，现在将招聘扩展到互联网上，实行网络招聘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招聘渠道

9. 以前仅仅是依靠个体“单打独斗”，缺乏专业性，现在成立了 XXX专

业合作社等——成立专业化组织/成立专门组织

10. 政府部门采用某一时间段为固定工作时间，其余时间可以根据个人

情况灵活安排的工作制——弹性工作制

11. 给人带来沉闷、压抑的感受，或者使人们产生悲观或者焦躁的情绪

——危害心理健康

12. 某一部分人产生“你越让我干什么，我越不干什么”心理反应。——

逆反心理

13. 让不少以往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岗位——增加就业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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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找工作困难，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社会上也有大量的人在

找工作，工作你不干，很快就有人替代了——就业竞争大/就业压力大

15. 让具有某种专业的人有用武之地——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16. 与生活相关的教育费、医疗费、租金、水费……——生活成本

17. 与创业相关的采购仪器的费用等……——创业成本

★ 财：资金投入、政府补贴、优惠贷款、税收减免、降税减费；收入、

支出、金钱、价格

1. 与钱相关、做 A比 B挣钱、明知道不好为了不花钱不去做——利益

驱使、唯利是图、利益至上

2. 有的多、有的少/与比例相关——分布（均匀/不均）、分配不公

3. 除了政府之外，企业、社会组织等也注入资金——民间资本/社会资

本

4. 两个企业分别有不同方面的优势，它们之间进行合作、“联姻”——

资源优势互补

★ 物：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交通设施、道路设施等）、配套设施、

技术设施、技术升级、依靠科技；硬件、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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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机操控/采用……技术手段/生活中出现智能化的软件、应用系统，

给生活带来便利——.信息化、科技化、智能化、人性化

2. 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道路建设要移走挡路的树木、房屋等

——整体性、系统性

3. 以前都是使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现在自己研发出了新技术。

——自主研发、自主创新

4. 道路、山路、路灯、绿化、防护栏、电力、供水、排水、网络建设、

消防通道、临时避难所、垃圾回收处理、自来水、管道、图书馆等——

城市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环保设施、防灾设施、交通设施、通信

网络设施、通信网络条件

▎（四）调查研究、组织协调和执法、执行类

1. 多主体共同解决一件事，社会、家庭、学校等多家单位参与——协调、

联动、合力、多元主体共治

2. 成立专项领导小组、成立项目小组——专项领导小组/成立 xx 领导小

组、共治小组

3. 出问题牵扯部门多、一件事分给不同部门管理——责任主体不明、权

责不明、多头管理

4. 多家企业形成产业链并获利——协同效应、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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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部门成立 xx 局——成立机构、完善组织机构

6. 群众希望有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政府将某些事交给群众管理、照看

——公众参与、互动性、参与性

7. 第一时间、马上、立刻做 xx 事——及时、及时性

8. 对事情没有足够了解就去做——准备不充分，调查研究不到位

9. 直到……时间，还没做成什么事——反应慢、不及时

10. 针对一个问题、事件开展的打击、治理行为——专项整治/专项治理

11. 各组织之间信息不沟通、各自行事——信息闭塞/信息壁垒/缺乏沟

通机制

12. 加强相关组织之类的联系、互通信息——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壁垒/

加强沟通/互联互通

13. 一件事情、政策坚持推行下去，而不是一阵风似的做法——常态化/

系统化/常态机制

14. 一项政策、决定考虑到了事物的发展，顾及以后——前瞻性/预见性

15. 某个部门专门负责某事——权责明确/主体明确/明确责任主体

16. 工作中应做好的事情，却不走心、未做好本职工作，失职了——不

负责/敷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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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专家、群众的意见——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

18. 以前居民遇到事情向上反映时，要经过好几个层级，程序很复杂。

现在遇到事情，能够及时反映到负责人，然后马上通知相关执法部门对

该问题进行整治——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办事时间和办事流程

▎（五）监督监管和群众反馈类

1. 有原词直接抄/问题持续性、普遍存在——加强监管、监管不严

2. 开通 xx 栏目接受群众反映——拓宽……渠道（拓宽民意、资金、融

资、销售、表达、选拔等渠道

3. 查找某些信息找不到、未提及某些信息——信息公开不全面

4. 政府拒绝透露某些应公开信息——未尊重群众知情权

5. 随便什么人都能做、不加甄别——准入门槛低

6. 该登记注册的没登记且数量大——政策宽松、监管不力

7. 对于群众反馈的回复使用“您好”“谢谢您的意见”等——用语礼貌规

范

8. 对于群众的反应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态度诚恳/实事求是/

有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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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群众指出问题之后能够去积极解决----解决问题，不走过场

10. 政府在答复群众的过程中并不是想怎样答复就怎样答复，而是依照

政府流程、按照相关国家政策——严格依据政策、遵守流程

11. 固定的时间、不间断的进行核查、考核——定期考核

12. 消费者都有权知道商品或服务的真实状况——消费者知情权

▎（六）总结经验、借鉴经验类

1. 一件事分不同标准，采取不同方式处理——确定分类类型，有针对性

处理

2. 在工程、建设等方面采用国际/欧洲等标准，走进技术标准高的其他

国家——采用国际先进标准/采用高标准

3. 授权企业、群众出资参与某项工程、事件——借助社会资本

4. 既发展经济（地方特色商品、建景区），又注重当地建筑、民间工艺

的保护——兼顾经济和文化效益

5. 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还融入了当下的特色——-传统与现代

融合

6. 都认识要……重要性、都认同某一行为、某种理念——形成共识。

7. 群众签署某个协议后毁约——不讲信用、缺乏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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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常与国际接轨，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国际化

9. 岗位级别、工作升职、工作晋级的通道——职业晋升、职业发展空间

10. 除了商品本身外，研发周边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

11. 进行产品深度加工，发展一系列产业——延伸产业链

机关工作基本领域及其规范表达

▎（一）行政执法（政府管理）类

1. 政府指定 xx 企业成为专业公司、帮助建设 xx 设施——政府扶持、搭

建平台

2. 空头支票——（承诺）无法兑现

3. 没有理由也要找理由——巧立名目

4. 用微信/微博/短视频平台做 xx——利用新媒体、互联网、网络平台

5. xx 设计考虑不同人群、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等——人性化

6. 政策不停留表面——落实政策

7. 政府答应的事情却没有做到，出尔反尔——不讲信用，有损政府公信

力

8. 一件事引发其他一系列事情——连锁反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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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跟群众在一起时，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在路上碰到乡亲，不管认

识与否，他常常停下来，和他们拉拉家常——有亲和力/密切联系群众/

深入基层

10. XX 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不管是校园设备设施还是师资等各方面条

件都丝毫不将就——提升学校的软硬件水平/完善学校的软硬件设施

1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执法不严

12. 强调要重视 XX法律、法规/强调 XX法律、法规要落实到位——依

法治理/加大执法力度

13. 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措施——因地制宜/因地施策/从实

际出发

14. 某种违法行为竟然过五关斩六将，突破多个监管关口——政府监管

不力

15. 某事牵涉多家部门/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多龙治水”——多头管

理

16. 很难将制定好的计划进行下去/难以将某项计划继续进行下去——

执行力降低/执行力下降/执行不力

17. 形容民众办理某项业务的体验：不受上班时间限制，晚饭后散步途

中顺便就办理了——办理业务时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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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做一件事，不考虑对象、情况的不同，都采取统一的、强制性

做法。比如：一律杜绝/要求 XX——政府一刀切/政府简单粗暴

▎（二）经济类

1. 从一个人干到一群人干、从个体干到成立企业干、从数量少到数量多

——公司化、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

2. xx 是市场化产物——市场化运作

3. 事情还没完全确定就开始干——先行投入/盲目投入

4. 农产品经过包装、加工后售卖——增加产品附加值

5. ……技术绝无仅有——（塑造）核心竞争力

6. 某种产业、不同类型的事物多/在一起——产业协同、集聚资源、集

聚效应

7. 在国内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在国外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产品不

仅国内售卖，还销往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占领、开拓国内外市

场/开拓国际市场

8. 合作双方虽已达成合作共识，但在实践中，一方不配合、不愿参与；

合作双方出现“一头热”现象——合作不畅

9. 一味地迎合大众——过度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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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益驱使

11. XX 公司、社会组织、群众等投入金钱——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多方

筹措资金

12. 买卖双方的彼此猜忌——买卖双方互不信任

13. 农场不光种植蔬菜、水果，还建起了加工作坊——延伸产业链

14. 涉及到多个产业齐头并进、水乳交融——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15. 有些地方在开发过程中十分“积极奋进”，不仅在打城区和周边的主

意，还逢山挖山、遇河填河，向远离城区的乡村大扩张——过度开发

16. 企业之间本着一起协作/一起合作/共同获利/共同发展的思想观念

——秉持合作共赢/互利共赢的理念/思想

17. 每年创造近十亿欧元营业额；盈利高达 18 亿元人民币——创造经济

效益

18.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普及，企业需要的员工数量减少——降低人

力成本

19. 将人们的双手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从高度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更

多的人会从一、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去——优化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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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很多企业想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明显的经济回报——企业过于功利/

片面追求短期利益

▎（三）文化类

1. 群众排斥某些外来文化，倡导本国文化——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2. 群众闲时只能赌博、打麻将等——缺乏娱乐方式

3. 火爆朋友圈/上电视、新闻/被媒体报道——知名度提升、扩大影响力

4. 以前没有品牌，现在有了品牌——加强/注重品牌建设；实施品牌化

发展/走品牌化之路创新/开创/打造/创立/设立/专注/原创品牌

5. 以前有良好的民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攀比、赌博等——不良的

社会风气

6. 某报刊发了 XX评论文章，对 XX现象进行了评论/报道了某件事——

新闻媒体评论/宣传

7. 某地/某人讲述当地的文化，如：他用亲切的方言，娓娓道出了他心

目中阿拉善人的民族大义和乡愁/他一登台便用一曲“信天游”引人走近

延安，荞面饸饹、山丹丹炸油糕、安塞腰鼓、陕北秧歌……——推介/

宣传/推广/传播独特文化/传统文化/本土文化

8. 提及梁祝遗存、长城、故宫等具体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传统文

化/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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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到具体的、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发展很好，比如：带动婚纱摄影、婚

庆、休闲旅游、动画、剪纸等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四）社会类

1. 学校和企业建立研究所/和科研机构合作——校企合作/校研合作，联

系紧密

2.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农村“空心化”问题/“三留守”问题/空巢化

3. 子女不赡养老人、拿老人养老保险钱——不敬老、不爱老、不养老

4. 盗窃、抽烟、赌博等描述——不良习惯/不良嗜好

5. 教育过分重视升学率、实用性——教育功利化

6. 为了自我“充电”，参加各种调节情绪、训练意志、提升技能等类似

的培训课程——提升素质/提升能力/素质教育

7. 房价高、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高等——费用高/生活成本高/生活压

力大

8. 读书、下棋、游泳、旅游——培养兴趣、爱好/丰富业余生活

9. “饿了么”“美团网”“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网络销售

10. “微信”“微博”“客户端”等——网络空间/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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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市民患上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甚至癌症——身体健康/生命安

全

12. 欠债还钱、说到办到——信守承诺/诚信

13. 捐款、捐物、抗震、救灾——奉献

14. 忽视了对爱人的关心，也无法尽到孝敬老人的义务，更不用说花时

间和精力陪伴子女成长了，长期以往，家庭关系可想有多糟糕啊！——

家庭责任/义务

15. 年轻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比如，合理膳食、规律作息、适量

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身体健康

▎（五）生态类

1. 政府追求经济发展，接纳污染企业——重经济轻环境

2. 一开始不挣钱，后面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

3.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降水丰富，是……的理想

之地——资源优势

4. 竹林和幼林下养兔、养鸡、养鸭，在树林中放羊蜜蜂以及在林下发展

香菇夜菌种植——林下经济

5. “乡村游”、“农家乐”——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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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猪-沼-果”“木-渔-山”——循环经济、绿色发展

7. 灰土垃圾用于填坑、厨余垃圾用于堆肥、白色垃圾生产日用品——垃

圾分类/生态化处理/无害化处理/回收再利用

8. 栽植苗木、粉刷墙面、建广场——美化环境

▎（六）乡镇类

1. 大学生/务工人员从城市回到乡村——人才/劳动力回流

2. 采摘、农家乐、乡村旅游、淘宝村……，不同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

叉，共同发展——产业融合/产业多元化

3. 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石甸山，……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 3000

万亩——土地等资源闲置

4. S 村地处偏僻，有一段路车根本开不进去，下雨天时他坐摩托车进村，

常弄得一身泥，特别狼狈——条件艰苦、吃苦耐劳

5. 老乡们说，他态度好，说话和气。大家都喜欢和他说话……村支书也

对小童赞不绝口——有亲和力，群众基础好

6. 百姓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村民自治

7. 务农就是低人一等、没有能耐的人才种地——职业偏见、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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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基层，乡镇职级上升空间小，让不少人觉得没有出路——缺乏晋升

空间/渠道

9. 娱乐活动除了通过电脑上网就是大妈们的广场舞——生活单调/乏味

/枯燥

10. 通过和解、调节、诉讼、法律、仲裁等方式调节纠纷——纠纷调解

方式多样化/多种形式

11. 调解村民占用很多时间，全凭热心和责任心，没有多少补助，有时

侯还要自己贴钱——待遇低/待遇差/工资低

12. 土地承包纠纷、财产纠纷——政策性问题

13. 根据需求进行培训：如：现在自个儿想学什么都可以跟村里申请，

镇里专门有专家来教俺们——提升培训的精准度、针对性

14. 剧本来源都是平时身边发生的真实事情，主角都是自己演自己——

题材真实/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15. 通过投入大量资金对某地进行扶贫的一种方式——加大扶贫资金投

入/“输血式”扶贫

16. 通过投入技术、人才、项目等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扶贫的模式

——“造血式”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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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

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民众缺乏参与意识、积极性不高

18. 治理了河道，兴建了农田水利项目，扩大了灌溉面积；改造了农村

公路，修建了桥梁——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