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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省委书记李源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选好人、用好人，最根

本的办法，是靠制度、靠机制。 几年来，省委从全局和战略

的高度着眼，大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公开公正公平

克服吏治腐败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注重实绩、鼓励竞争

来调动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的人的积极性，以民心拥护

、民意公认来引导干部用权为民。 放眼全省我们欣喜地看到

，一批批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

民群众信得过的各级领导干部竞相涌现，一个人尽其才、能

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创新干部选用

制度 公推公选从“试点”走向“常态” [新闻回放] 2003年11

月下旬，全国首位公推公选县长人选和市长人选分别在沛县

和金坛产生。与此同步，南京市白下区、雨花台区区长人选

也通过这一方式正式产生。 2004年9月1日，省委宣布在全省

范围内公推公选22名省管领导干部，其中包括14个省级机关

部门的副厅（局）长、5所省属高校的副校（院）长和3个县

的县长。9月27日，省委决定，现场直播发改委副主任一职的

演讲答辩现场。如此大规模的公推公选创全国之最，而把竞

争现场同步推向公众也开全国之先。 2005年11月，省委公开

选拔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等20名领导干部，部分职位面向全国

和海外公开选拔。 在这些新闻热点的回溯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江苏干部制度不断深化改革的推进轨迹 从公开选拔



到公推公选，从偏远县、市到中心城市，不仅有乡镇干部，

也有省管干部；不仅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企事业单

位的领导干部；不仅有副职领导干部，而且有相当一批正职

领导干部；既有委任制干部，也有选任制干部推荐人选。一

些地方还将公开选拔拓展到整个领导班子，并由现职干部发

展到后备干部、妇女干部、党外干部。显而易见，干部制度

改革探索的范围越来越大，职位层次越来越高，民意的份量

也越来越重，设计的程序也日渐科学规范。 统计显示，2003

年以来全省已经通过公推公选方式选拔任用了47名厅局级

、261名处级、1815名科级领导干部。其中既有党政机关部门

的正副职拟任人选，也有县（市、区）长、乡镇长推荐人选

，还有高校领导干部。 2005年1月11日，省委在出台的《关于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坚持把公推公选作

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并根据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需要，有计划地进行，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同时明确规定，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岗位出现空缺，需要在

较大范围内选拔时，或者领导职位空缺较多，以及为了改善

领导班子结构，需要集中选拔领导干部时，一般可以采取公

推公选的方式。公推公选，正日渐从引人注目的探索试点，

逐步走向了“常态”。 改进考核机制 以发展论英雄、看素质

识人才、重实绩用干部 [关键词：民意调查]2006年，南京市

六合区在对11名区委领导人选的考察中，由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部分村和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390名调查对象，以

无记名的方式现场填写，并收回一份特殊的书面调查问卷。

问卷主要分群众生活改善、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5大类别设置调查要点及评价等次



；对个人的调查，则按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和公众形象3个类

别设置要点，并单独设置了“对被调查对象总体印象”一栏

和相应的三个评价等次。 [关键词：实绩分析]2006年，“实

绩分析”的引入使得对干部政绩和班子执政能力的评判有了

更加科学的方法。 2006年，在全省县（市、区）级党委换届

中，一种新型的干部考核评价方法进入公众视野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办法。除了改进和完善传统的民主测评、个别谈话等

方式外，民意调查、实绩分析被首次引入到干部考察工作中

，从更多层面、更广视角，深入了解、准确认识、公正评价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南京市浦口、六合两区，盐城所辖9县

（市、区）和镇江所属6个县（市、区）都积极开展了试点。

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等新型考察方式的运用，更加科学、系

统地从更多层面获取考察对象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情况，

使得一批德才兼备、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干部脱颖而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综合考核评价更加注重速度和质量、当

前和长远、显绩和潜绩的辩证统一，更加凸现“民意”的份

量，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形成了明显的导向作

用。 建立健全制度 畅通干部上和“下”的渠道 [数据点

击]2003年以来，省委常委会以票决制的方法讨论决定了500多

名领导干部的任免。 2005年，全省7800多名科级以上领导干

部接受公示，24人公示后未予任用，其中处级以上干部7名

。3440名委任制领导干部试用一年，有11名干部试用期满后

未予录用。同年，全省98名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引咎辞职或

被责令辞职，其中处以上11名。133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因不

称职、不胜任被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转岗、待岗。 能者

上的渠道畅通了，如何让不称职的庸者、劣者“下”？省委



组织部把解决“能上能下”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突

破口，在干部选拔任用的各个环节，都有了制度依据和制度

保障。如党委常委会、全委会表决制的全面实施，并扩大适

用范围；任前公示、试用期制的普遍推行；任期制、辞职制

积极实践；不胜任现职干部的认定标准和调整办法首度制定

等等。五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干部队伍中改革创新

要争先、工作创优要争先、为民创业要争先的氛围日益浓厚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