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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最急需的干部
要填写 90 多个表格

刘成良最近写了篇文章《在基
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
为基层扶贫干部发声。文章发出
后，很多认识他的干部跟他联系，
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刘成良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他先后在
宁夏、湖北、江西、广西、云南、河南
调研扶贫工作。在各地调研时，他
不仅对参与扶贫工作的不同群体
如县乡干部、村两委干部、贫困户、
一般群众进行访谈，还深入实地，
与扶贫干部一起填写材料、跑项
目、做群众工作、开群众会等。

刘成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
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位刚刚
毕业的女性扶贫干部，有一次为了
应付上面的检查，自己边哭边做了
一个晚上的扶贫材料。

说到文章的影响，文章发出
后，半月谈很快进行了转载，很多
干部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和我联系，
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记者：扶贫干部每天的工作状
态是怎样的？

刘成良：扶贫干部的主要工作
状态就是“辛苦”，自上而下的任
务、要求非常多。精准扶贫强调精
准，意味着要做大量的调查、数据
材料以支撑精准的要求，并且上级
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很紧迫，各
项的考核监督又非常多。

不同时候，上面来的任务不一
样，每天的安排也不一样，比如上
级突然来文需要某项报表或者数
据，那么干部们就可能从早到晚地
在村里忙这些材料。或者如果上级
要来检查，干部们就会从早到晚地
忙着整理各项档案材料，甚至是通
宵。有些时候，扶贫干部一天都会
在外面开会，或者跑项目。

我接触到的部分参与扶贫工
作的是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
有一个女孩说得很形象，有一次
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她自己边
哭边做了一晚上，扶贫材料实在
太多了。

所以说，这些材料填写的工作
占用了扶贫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意味着他们做扶贫的实际工作
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当然，除
了整理材料，干部们做实际工作的
时间也是有的，干部抱怨最多的就
是材料工作多，耽误了做实际工作
的时间。

记者：你提到扶贫干部要填
90 多个表格，这些表格都是哪里
要的？

刘成良：现在政府部门一般都
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攻坚指挥部，下
设若干个专责小组：农业、水利、交
通、教育、发改、移民等部门，这是
一种统分结合、部门协作的方式，
因此各项表格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基层工作是综合性工作，很难
进行科层制分工，这是一种基本运
行常态。对于乡镇来讲，基层的主
要职能就是负责将自上而下的行
政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在我
们国家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乡
镇处于末梢地位，往往是几十个人
对接上级几十个部门，落实到人上
面，有些乡镇干部一个人就要负责
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并且乡镇还
需要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科层制的
那些东西很难和农民对接，农民素
质层次高低差异很大，面对一个表
格，很多农民看不懂，基层工作没
办法按照现代城市规则来开展。

据北京青年网

2017 年 6 月 17 日，49 岁的邢善萍当
选为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委统战部部
长，实现了人生的又一次跨越。

邢的高校背景受到外界的关注，此前
她曾出任山东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也曾长
期在负责高校党建的省委高校工委工作。

记者注意到，最近不到一个月，已有
多位昔日的大学校长履新要职，学者从政
现象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事实上，最近几年“学而优则仕”的事
例越来越多。受访专家认为，学者从政是
一种趋势，已逐渐成为中央人事任命的一
种新常态。

履新的前校长们

6月15日，国务院发布任免消息，任命侯
建国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
长。此前，侯建国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他在中科大学习工作
了二十多年，最早是基础物理教师，是典型
的“学者型”官员。在校内，他有实干家的口
碑，在中科大任校长的7年间，力推“学术优
先、教授治校”理念，带头不再担任学术委
员会委员，在学生中享有“亲民”的盛名，中
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将他评价为“1987年以
来最好的中科大校长”。

侯建国的继任者、中科大校长万立骏
近日也步入仕途，5 月底刚宣布出任中国
侨联党组书记，6 月 9 日即当选为中国侨
联第九届委员会主席。

万立骏是日本归侨，早年曾在日本求
学，并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
执教。上世纪 90 年代末入选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后回国，作为物理化学家。200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 年，接替
侯建国出任中科大校长。万立骏同时还是
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稍早之前的 6 月 1 日，中组部宣布
由李晓红接替周济，出任中国工程院党组
书记。现年 58 岁的李晓红此前曾担任过武
汉大学和重庆大学两所高校的校长；2011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致力于水
射流技术及其在煤矿安全工程中的应用。

2016年，李晓红从武汉大学校长任上
调入教育部，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如今仅
过了半年，就出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晋升为正部级。

在最近履新的前校长中，最受外界关
注的是陈吉宁，他于上个月底出任北京市
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

在中国政坛，陈吉宁被视为“学而优
则仕”的典型代表，他拥有多个硕士和博
士学位，此前在清华大学学习工作了二十
多年，2012 年，开始担任这所中国最高学
府的掌门人；2015 年，51 岁的陈吉宁调任
环保部出任部长，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他
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最年轻部
长的纪录，由于他本身就是环境科学方面
的权威专家，他的这一由学入仕更被外界
视为学者专家从政的良例。

作为本届中央政府的首位“ 60 后”内
阁成员，陈吉宁掌舵环保部期间的政绩也
颇令人注目，他上台当年号称“史上最严
环保法”开始施行，大力推进环保督查问
责，他的副手多数都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环

保专家。
陈吉宁此次履新，主政首善之区，外

界认为是中央对他从政能力的高度认可，
他的环保权威专家背景也令人对北京的
环境治理充满期待。

学而优则仕

近年来，在中国政坛，学而优则仕的
事例，不断上演。

上个月刚当选为海南省省长的沈晓
明是中国儿童环境医学的主要开拓者，曾
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上海交通大学
常务副校长。他关于儿童铅中毒的研究推
动了我国汽油无铅化的进程，他也是国内
新生儿听力筛查的重要推动者。

今年 4 月，当选为北京市委常委、副市
长的阴和俊也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早
年在太原工学院任教，后长期在中国科学
院工作，是研究电波传播、电磁场理论与
微波技术的专家，曾任中科院电子学研究
所所长、高科技局局长、副院长，2015 年入
仕，出任科技部副部长。

最近刚刚履新海关总署党组书记的
倪岳峰实际上也有过短暂的高校工作经
历，他曾在合肥工业大学执教 3 年多，后来
在清华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后从政。

今年年初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的戴玉林也有类似经历：曾在辽宁财经学
院和东北财经大学任教长达 16 年。

去年 3 月，履新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的
曹卫星，此前也曾长期在南京农业大学工
作，入仕之前是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

其实在 2015 年，高校学者从政的现象
就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趋势：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调任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调任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早前也曾任北京
外国语大学校长，45 岁时返回母校中国人
民大学出任校长，是当时全国所有副部级
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用人新常态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学
者从政的用人思路已有体现。

2013 年，在清华学习工作了近 30 年的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调任浙江，出任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开启仕途之旅；
2015 年，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去年当选
为陕西省省长。

胡和平与陈吉宁是清华同事，两人经
历也颇为相似：2006 年，被同时提拔为清
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两人分别是人事处处
长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中组部副部长陈
希，当时是胡和平与陈吉宁两人的顶头上
司，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008 年，55 岁
的陈希离开清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此
后仕途经历颇丰：历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2013 年进入中组部，出任主持
常务工作的副部长。

陈希也是“老清华”，自 1975 年在清华
化工系就读以后，直至从政之前，从未离

开过清华。
目前出任要职的一批高官中，具有

“学院派”背景的人不在少数。
例如，法律界熟知的知名法学教授徐

显明，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前校长，2013
年从政，出任过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
副秘书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学者从政)肯定是一种趋势。”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
者采访时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
期的社会管理难度增加，提升社会治理能
力是趋势，必然对官员的知识程度、执政
水平要求越来越高。

早在 2 0 1 4 年，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 2014 — 2018 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
划纲要》即透露出这种信号，其中明确提
到，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
班子成员。

当时中组部负责人在解读上述文件
精神时谈及要优化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
历结构，也提到文件要求：重视充实熟悉
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
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工作的干部，充实实践经验丰富、勇于改
革创新的干部，充实善于做党建工作、意
识形态工作、社会管理工作、群众工作、法
治工作的干部。

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央某些人事调整
的用意了：环保专家陈吉宁入仕出任环保
部部长，财政金融专家陈雨露入仕出任央
行副行长，网络化软件技术专家怀进鹏入
仕出任工信部副部长，侯建国、阴和俊等
科学院士入仕出任科技部副部长，等等。

就在上述纲要发布的当年，北京市推
动了第二批高层次党外人士挂职北京市
政府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中国科学院院
士、清华大学知名教授施一公挂职北京市
卫计委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
武挂职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外界普遍认为，与从基层党政机关一
步步晋升的官员相比，从高校步入政坛的
学者官员经历背景相对单纯，这可以成为
他们的一种先天优势。

受访专家认为，“学院派”高官更具有
专业化、开放意识和国际视野，他们的简
单背景会令决策更加中立超脱且较少受
到掣肘，他们的学者天性会令他们思想更
为活跃开放且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不
过，他们可能在政治经验上有所欠缺，尚
需历炼。

竹立家认为，学者从政的增多体现了
中央用人的新思路、新常态，在未来的中
国政界，学历、知识结构将成为选人用人
的重要标准。

随着学者从政现象的普及，“学院派”背
景官员出任的岗位，也在发生变化。初入仕
途之时，他们一般都任职与自己研究领域相
关的职位，过去高校学者入仕也多数集中于
教育文化、科技等部门。如今，经过并不算长
期的历炼，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身居要职，
进入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实权要位。

外界认为，这批高官在政坛的崛起，
将对中国的治国理政产生不容忽视的
影响。 据《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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