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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期培养和选拔干部工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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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干部工作的思想是列宁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列宁认为
,

干部是党和苏维埃政权一切工作

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
,

他提出
,

要把干部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关键位置
,

要大力培养

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
。

列宁说
: “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领导者
,

这一巨大的工

作
,

现在已提到 日程上来了
。

殉列宁还多次在党的有关会议上指出
: “
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

,

在于挑选人才
” 。⑧

在我国
,

正在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
“

伟大工程
” .

在这新的历史时期
,

邓小平同志以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
,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旺发达
,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
.

对干部

队伍建设作过系列重要指示
。

1 9 8 1年 7月 2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
、

市
、

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的讲话中指

出
: “

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
,

这是个战略间题
,

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间题
。

峋

对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

选拔任用怎样的干部
,

培养造就怎样的接班人
,

历来是至关重要的
。

有共识才能有共举
,

能共举则无不胜
。

今天
,

重新学习列宁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工作的思想
,

这对于加强党

的干部队伍建设
,

培养和选拔跨世纪的干部
,

克服在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

1 要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

在培养
、

选拔干部工作中
,

往往出现重选拔轻培养的倾向
。

对于培养
、

选拔干部工作来说
,

这是一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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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方面
,

培养是选拔的基础
,

选拔是培养的结果
。

选拔工作重要
,

培养工作更重要
。

如果轻视培养工作
,

必然

影响选拔工作的质量
.

在有些部门和单位
,

主要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口头上也大讲培养干部的工作
,

而实际上

具体措施不落实
,

结果选拔干部时
,

常常出现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

不得不降格以求 ;或者采取越级的提拔
,

以解

燃眉之急
。

这样势必造成对被提拔者产生很大的压力
,

对工作的开展也是极其不利的
.

笔者认为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努力做好培养干部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要从全局和战略眼光抓好培养干部

的工作
。

①要广开视野
,

通过多种形式
,

定期选定一批优秀的各级后备干部人选 ;②各级后备干部人选名单确

定后
,

要建立档案
,

定期进行考察
,

不足之处要及时加以指正 ;③根据
“

缺什么补什么
”
的要求

,

给后备干部创造

一定的条件得到锻炼和提高
。

例如
:

专题学习或专门培训
,

调查研究或参观访间
,

不同层次者压不同的担子
.

要求后备干部定期写工作总结或思想汇报 ;④坚持走群众路线
,

注意群众公认
,

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

对于

优胜者要大胆提拔
,

对不合格者要及时调整 ;⑤在培养干部过程中
,

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

坚持组织人事部

门和基层组织相结合 ;⑥培养干部工作要做到一贯性
,

防止患冷热毛病
。

2 切实把革命化放在首位

1 9 8 0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 “

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
,

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
、

知识化
、

专业化
,

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
.

提出年轻化
、

知识

化
、

专业化这三个条件
,

当然首先是革命化
。

呻

然而这些年来
,

有些地方
,

有些部门在选拔干部时存在忽视革命化的倾向
。

表现之一
,

有些领导干部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
能人经济

” ,

因而片面强调选能人
、

用能人
;

表现之二
,

年轻
、

有文凭
、

头脑活络
,

在领导面

前兜得转的人
,

往往容易被领导看中并得到提拔 ;表现之三
,

有的人以调走相要挟
,

而领导一味迁就
,

并以提拔

一级来挽留
。

诸如此类现象
,

其共同点均是忽视了革命化
。

为此
,

在选拔干部时
,

要切实把革命化放在首位
。

革命化是对干部在政治上
、

思想上
、

作风上这三个方面的

要求
,

要全面掌握革命化的含义
。

然而
,

有的单位在选拔干部时
,

只注意考察其政治表现
,

而忽视思想上
、

作风

上的表现
.

结果
,

不少新提拔的干部上台不久
,

似乎判若两人
.

其表现有
:

脱离群众
,

摆官架子
,

搞小团伙
,

一味

追求名脊
,

地位和个人权力
,

甚至玩弄权术
、

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个人或极少数人的私利
。

什么
“

党性
” 、 “

原

则
” 、 “

为人民服务
” 、 “

群众路线
”

等等
,

统统被抛至脑后
。

因此
,

在选拔干部时
,

一定要从政治上
、

思想上和作风

上这三方面来考察
。

不仅要保证在年龄上跨世纪
,

而且要在革命化方面也要符合跨世纪的要求
。

只有这样
,

才

能保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
,

才能保证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成为一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

本路线的坚强力量和群众信得过的队伍
。

3 坚持公开选择干部的原则

近些年来
,

在选拔干部过程中出现一些较大的偏差
,

具体表现在
:

在选人用人中
, “

任人唯亲
”

的观念还普

遍存在 ;领导点名
,

组织人事部门流于形式的考核 ;表面上群众推荐
,

实际上最后由主要领导说了算
,

推荐只是

形式而已
。

这样势必造成埋没人才
,

选错人才
,

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

甚至造成恶劣的影响和极大的损

失
。

埋没人才是过错
,

选错人才更是过错
,

甚至是一种犯罪
。

北京市的王宝森
,

在登上副市长的宝座之前
,

已有

蛛丝马迹
,

然而他却
“
官运

”

亨通
,

一再被提拔
,

最后成为一个道德败坏
、

有严重经济犯罪行为的腐败分子
。

四川

省的赵浦安
,

从一个县委书记提拔到省石油公司党委书记 (副厅级 )期间
,

群众不断来信反映赵的腐败问题
,

司

法机关也早 已对其所犯罪行立案侦查
,

然而他却平步青云
,

仍被提拔重用
,

最后成为一个生活糜烂
、

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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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分子
。

这种大大小小的事例已举不胜举
。

对于此类人触 目惊心的犯罪事实
,

人 们在愤慨的同时
,

也在深

深地思考
。

从已查处的众多的案件来看
,

足 以说明在干部选拔
、

考核制度方面还存在严重的缺陷
。

作为成熟的领导者
,

要胸怀开阔
、

高睹远瞩
、

目光远大
、

善于团结人
,

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
,

对党
、

对

人民
、

对事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

严肃而又认真地选拔好每一个干部
。

笔者认为
,

在选拔干部过程中
,

必须做到四个公开的原则
:

一是公开要选拔的领导岗位 ; 二是公开被选拔

对象的政绩 ;三是公开选拔的方法和程序 ; 四是公开选拔的结果
。

只有这样
,

群众才能了解和参与
、

鉴别和评

判
,

才能有效地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

对于多数群众不拥护的
,

坚决不提拔重用一定要坚持人才选拔工作上
的唯物论

、

实践论
、

在革命化的前提下
,

注重对实绩的考察
,

把政绩突出的人才选拔上来
。

4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
: “

党委管党
,

一管党员
,

二管干部
。

对执政党来说
,

党要管党
,

最关键的是干部问

题
。
” ③因此

,

党管干部是我党的一条基本原则
。

然而这些年来
,

在党管干部间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例

如
:

有的
“
长官意志

”

严重
,

在选拔任用干部时
,

置不同意见于不顾
,

搞自己说了算
。

他们不是坚持干部队伍
“

四

化
”

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
,

而是以个人好恶来判断干部长短
,

以对个人的亲疏来区分干部之优劣
,

致使考核

干部的制度形同虚设
,

群众意见再大也无济于事
。

有的只使用干部而不培养教育干部
。

明知干部存在这样和那

样的毛病
,

就是不能当面提出进行帮助和教育
,

甚至 因某种关系还加 以庇护等等
。

这些都是对我们党的干部队

伍建设极其有害的
。

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
,

毛泽东同志就指出
: “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 ” ⑥邓小平同志也指

出
: “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

持
,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
,

国家不能不能长治久安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关键在人
。

确共产党是执政党
,

党

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是靠广大的党员和党的干部去贯彻执行
,

尤其是党的干部更为重要
。

对于党的干部来说
,

身

居一定的位置
,

手握一定的权力
,

一定要有约束
,

不仅要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

更要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教育
。

同

时
,

在培养和选拔干部的过程中
,

以及提拔后较长时期内
,

党委要始终给予关心和教育
,

并要完善干部考核制

度
,

加强监督机制
。

在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和程序上
,

一定要规范化
,

制度化
。

在任免干部时
,

一定要坚持

党委集体讨论
,

防止少数人说了算
,

更不能以个别领导
“
圈定

”

来决定
。

各级党委
,

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以及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同志要经常学习
,

深入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干

部队伍建设理论和思想
,

用 以指导自己的工作
,

从而不断增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自觉

性
,

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指导 思想和各项方针
、

原则的坚定性
,

不断提高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整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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