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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邓小平|叶志建设有巾间特色的社会t:义理论的指导j-".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f→个新的发展阶段。

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巾精力，把经济建设摘k去.成为当前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路线确定

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党的，.V�届四中金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培养和选

择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意大问题"，而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妃担

当重任的领导人才"是一4个紧迫的任务。因此，按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要求，不失时机地进→步解决好干部

的选择、任用问题，是实现全党战略任务的当务之急.在此形势下.如何适应当前改革的情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统←唱认识，确保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选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邓小平同志早在十年前就巳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官

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jj面非常大胆的，它布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

然的"。在选拔干部方面，同样也不应当有过多的忧虑和数不清的消规戒率.改革开放要大胆，任用干部也要大

胆.因此.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扫除障碍.勇于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大胆启用优秀人才，更好

地服务于经济建设.

选拔、启用优秀的干部，首先哥哥统一对干部德才标准和内容的认识.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众所周知，

所谓德，主要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和作风$才，主要是指干部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而德和才的具体

内容，则必须适应党的政治路线和任务的需要，两者的内容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在不同的 历史

时期，随党的政治路线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德的要求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善于带兵打仗，能发动群众摘土改等方面的才能.这是由于在这一特定的历

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气三座大山"所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德、才的具体内容

就随之有所变化，"德"就是要 求耀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s"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飞坚决执行党在新时期的路

线、方针、政策，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户才"是具备一定的组织能

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能胜任所担负的工作.有开创工作新局面的才能.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德、才主要取

决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和实绩。显然，选拔干部就要逃拔在实践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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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进取、能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被群众公认为政绩突出的干部.

在选拔干部，考察其德、才时，应分层次.作为高层的干部，应强调德的比重(有坚定共产主义倍念，较高

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原则等，包括晶质与作风).道理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

我党的 历史上有此沉痛的教训，徐向前同志在回忆录中曾说g"象张国攒这种晶质不好的人，摘家长制统治的

人，借口肃反，剪除异己，根本就不应该派来当一把手 "张国焘最后走了分裂中央的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

大的损失，危害极大.我认为，对于中、下一级的领导干部，只要在政治上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业务过硬，是能人.就可以大胆使用.但必须注重作风的考察，因为作风是思想品质的外延.就一般而言，遭

德晶质高尚者其作风必正，道德品质低下者其作风必歪.那些私心严重.搞特殊化，专谋私利.好贪小利.讨好

上司等等.正是作风不正的具体表现。对于某些娘有不良习气，然而却业务能力很强者.应量才使用.因人而

异，充分发挥其某一方面的特长，但不可盲目委以重任.尤其不能当第一把手.同时对其做好"宏观调控"和教

育工作.因为干部要起到群众的表率作用.而干部作风不正.必然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也决计带不出一支好

队伍.更有甚者.造成上禁不正下染歪的恶果.而对于那些作风正.在改革开放中锐意进取，有能力、有创见、有

政绩的人，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因为在改革过程中难免要得罪一些人，触及到有些人的既得利益，另外在改

革的尝试中，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难免不出差错，此时，"骄傲自满、群众关系不好、组织观念不强、不遵纪守法、

标新立异、独断专行"等帽子就会从天而降.对于这些流吉童话，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分析.要敢于为他

们说公道话，首先要肯定他们的成绩，看到他们的长处，同时指出他们的失误和短处，做到不求全责备.总之，

像这样的人才就应大胆启用。

要切实搞好干部工作，还要破除过去工作中的一些旧观念和习惯做法.树立起新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一是"破"论资排辈的观念，善于破格启用人才.所谓"资格"，一般是指人的学历、经 历等.由于人的知识和

才能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和社会实践中取得和得以施展的.资格则大慨地反映了这种学习和实践的状况，因此

一般地说，人的才能是同他的资格相联系的，正是从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领导在使用干部时，应当适当

地考虑"资格飞但资格毕竟与实际的才干不完全成正比.现实生活中.多少人虽资格很"老"而却碌碌无为，很

多入资格相同而成就迥异.而另外有些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什么资格.但却具备了强烈的事业心和百折

不拢的戴力，矢志自学，勤奋工作.实际水平和工作能力早已超过了他们现有的资格，其中一部分人还为人类

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果对这些人才，也将他们的学历、党龄、工龄、年龄等规定卡得很死.来个"论资排辈.*

幼有序"让他们长期当配角.唯能起当差应谱的作用.客观上造成了压抑人才、浪费人才，这无疑对我们的事业

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在当今的形势下，如不破论资排辈的观念.人才就不能脱颖而出，相反还会助低某些"老资

格"们不求上进，不思进取的不良风气.回顾以往的 历史，这种破格而取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在二战前.罗斯福

总统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后，便破格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军官，并委以重任.这批人中，就有后来成为欧洲盟军

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正是由于打破了论资排辈的这一旧观念，使得美军在二次大战期间人才济济.名将迭

出.在我们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启用了大批优秀的青年指挥员，打败了拥有先进装备和众多高级、资深将领的

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所以干部的任用不能唯"资格"论.

二是破"宁用无瑕石，不用有瑕玉"的思想，全面评价一个干部的价值.在干部的考核中，我们往往会发现，

干部的长处与其短处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形影相随的.正如千里马既有奔驰之侯，又有不驯服、甚至跚人

的毛病.能建功立业的志士，有改革济世的才干，但往往又有侍才傲物的缺点.故而对待在改革开放中锐意进

取、有能力、有创见，并有工作实绩，但同时在工作中出现失误和毛病的干部时，要注意看本质、着大节、看政

绩.要蚊子为他们说公道话，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并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其不足之处，并继续大 幅使用.而对于

那些政绩平平、四平八稳、无多大缺点者，应视为无功便是有过，坚决予以调整.要努力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

者下的干部任用竞争机制.

三是要破除一些不恰当的做法，真正体现因才用人.干部工作在"四化"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一些可喜的

成绩，但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在强调专业化、知识化的问题时，有些部门将一些学有专长、专业造诣很深，但

缺乏管理才能和领导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往往是事与皿迪、列宁曾直截了当地说s"任何管理工作

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飞故而.我们



84 上海水产 大 学 学 报 4卷

考察干部耍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根据最佳才能与优势能力的原则，将他们安置在能充分施展其才能的岗

位上，做到"人尽其才"美国二战后转入经济建设，他们对战场上立有赫赫战功的将领没有封以高宫，而是加

以厚掠，启用的是一批懂经济善管理的人才.使战后的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四是要破除某些习惯做法，做到以变应变，实事求是.一要克服摆摆平的做法，例如g在干部工作中往往会

有这种情况，两人学历、资历相似，能力上有差异，现要提拔一位干部，用一个，另一个摆不平，干脆两个 都不

动，要么一个动，另一个硬行安排。这种过多地考虑平衡，就会因照顾了少数人而耽误了一批人.最终是给我们

的工作造成被动局面.在 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打破这种平衡，不摘兼顾，注重实绩，有能力、有成绩者上，形成

一种竞争机制.这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同时辅之以细致的工作.二要改变任用干部以

领导看中为标准的状况，就是被群众称之为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s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气的选人

方式，这种选人方式没有发扬民主，没有走群众路线，因而很难做到选准人才。在 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形势

下.在行政干部的任用上，要引入竞争机制，突出任期目标，采用自荐、揭榜、招考、应聘等多种方式，开展竞争.

以便人才的脱颖而出。

此外，要转换一种上下普遍存在的观念，即把调整下岗，视为有问题.犯错误，被撤职.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职务是分工的不同.干部的上下，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但是.*期以来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了干部能上不能

下的错误思维定势.现在引进干部竞争机制，首先就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在各级干部中确立一个正确的上下

观，没有职务的大小，只有分工的不同。上，是让你为人民多尽一份义务.多担一份责任，下，是让更有才干的

人.更充分地发挥其岗位责能，是一种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让本人在更适 当的岗位上更好的发挥作用。不

能把它看作是什么惩罚和处分.由于长期形成的这种习惯势力，给具体操作带来相 当大的压力。然而不破这一

点，就立不起竞争的机制，有碍于事业的发展。

最后.在任用干部时.要把能否胜任作为第一考虑，少一点其官因素的考虑.有时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要挺

拔一位同志任某一级领导，首先考虑的是，该同志能否上这一级干部的等级，把岗位看成官位.接着考虑的是.

该同志动机如何.我认为这样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欠科学的.我们选用干部.应多考虑岗位的实际需要与该同志

是否具备胜任该岗位的素质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