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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向全党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

战略任务，也是对作为执政主体的各级党委提出的时代要求

。执政需要辅政，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同样离不开辅政能力的

提升。作为各级党委参谋与助手的办公部门，一定要在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中明确角色、找准位置、奋发有为

。我们认为，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要求下，各级党

委办公部门要充分发挥综合辅政服务作用，切实加强自身的

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 加强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是加强

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全局中

，加强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执政能力

建设与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二者关系如何？这是在理论和

实践中都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从执政主体来看，加强执政

能力建设主要是就作为执政党的各级党委整体而言的，每个

单位、每个部门、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在这个大局中处于各

不相同但又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也都应该并可以围绕这个

总目标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换言之，执政和加强执政能力

建设，主要是相对于党的各级委员会及其领导集体而言的，

而不是针对个人或部门而言的。就服从和服务于各级党委的

办公部门而言，本身并不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执政主体，其

主要职责在于充分发挥好参谋助手的参谋性、辅助性、服务

性职能，协助党委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也就是说，在各级党

委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中，党委办公部门的首要任务和



工作重点，应当是加强与提高自身的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党

委办公部门的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强，对于党委提高执政能力

就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反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党委执政效能。归根到底，党委办公部门应该将加强自身综

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的成果，自觉融入到党委的执政能力之

中。 从执政活动来看，执政主要体现在决策与执行两大方面

。而无论是决策活动还是执行过程，都离不开综合辅政服务

工作的全面介入。在决策方面，如何使之建立在科学、民主

、依法的基础上，需要大量的辅政工作来支撑。就科学决策

而言，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社会事务日益纷繁复

杂，社会利益整合难度越来越大，社会公共服务专业化程度

越来越高，决策成员和决策机构的知识结构、行政经验与能

力又不可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这就会越来越需要方方面

面的专业人才和专业机构的辅佐与服务，就会越来越要求辅

政部门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参谋和服务。就民主决策而言，如

何将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集体决策与主要领导决断有机结

合和统一起来，如何将个人与集体智慧上升为统一意志，也

需要大量的协调和沟通，而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辅政部门。就

依法决策而言，如何使决策目标、决策依据、决策程序等各

个环节都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

始终做到体现人民意志、实现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

建和谐社会，也需要辅政部门在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上协助

把关、协调和整合。在执行方面更是如此。如何紧密结合实

际，将宏观决策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如何促进上情

下达、下情上达、左右沟通，保证决策信息畅通无阻；如何

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决策落实，完善决策措施等等，同样需



要辅政部门和辅政人员的运筹和推进。其实，就是在公共事

务比较简单的古代社会，大到权力无边的皇帝，小到主政一

方的“七品芝麻官”，都离不开精干、得力的“能臣干吏”

和相应机构来辅佐。 由此可见，执政需要辅政，辅政影响执

政，辅政与执政休戚与共、水乳交融。卓越出色的辅政必然

会深入到执政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乃至每一个细

节，为执政提供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全方位的服务。而

且，作为参谋助手与办事机构，辅政者往往代表和体现着执

政者的意图、形象、作风和效率，社会和公众在很多时候是

通过辅政者来了解和感知执政者的。因此，加强综合辅政服

务能力建设，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高

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和重要保证。提高“以智辅政”、“以

文辅政”、“以技辅政”的水平是当务之急 加强综合辅政服

务能力建设的内涵是什么？其价值意义何在？现代社会学理

论揭示，角色决定职责和功能，赋予价值和意义。“参谋”

与“助手”的角色定位规定了办公部门一切行动的边界和范

围，揭示了它应当追求的和可能达到的本质内涵。 就“参谋

”而言，办公部门必须在决策层面上做到“以智辅政”，及

时为党委决策献高招、出良谋、当高参，辅助党委科学决策

并抓好决策落实。就“助手”而言，必须提供两个层面的综

合辅政服务。一方面，必须紧紧抓牢“笔杆子”，全面提供

“以文辅政”服务，通过起草文稿、制发文件、处理公文、

编发信息等各种形式，开展全方位的综合辅政服务活动，确

保机关正常运作，辅助党委履行执政使命。另一方面，必须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努力提高“以技辅政”水平，

以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为重点全面提升各项综合辅政服务的



技术含量，提升机关办事能力，提高党委执政效能。其中，

“以智辅政”是“头脑”，是“统帅”，是“灵魂”，是综

合辅政服务的最高要求，也是综合辅政服务所要追求的最高

境界，在整个综合辅政服务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以文辅

政”和“以技辅政”则是“左臂右膀”，是“笔”和“枪”

，是“一文一武”，是综合辅政服务的两大具体载体和表现

方式。显然，在综合辅政服务范畴里，“以智辅政”统率着

“以文辅政”和“以技辅政”，“以文辅政”和“以技辅政

”是“以智辅政”的物化表现，这种“三位一体”的辅政方

式，共同构成了加强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的丰富时代内涵

。 正确把握加强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设的内涵，有助于我们

深刻理解辅政者安身立命的活动范畴和价值意义所在，也有

利于我们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激发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创造

力和积极性。由于“以智辅政”、“以文辅政”、“以技辅

政”三者是一个环环相扣、不可割裂的有机体，尽管在具体

的综合辅政服务工作中分工有不同、职务有高低、能力有大

小，但辅政者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办公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必

须紧紧围绕“以智辅政”、“以文辅政”、“以技辅政”三

大内涵来开展综合辅政服务活动。无论哪级领导、哪个处室

、哪个科组、哪个岗位，都要能“文”能“武”、既会办文

也会办事、既会动脑也会跑腿、既会出主意也会抓落实，殚

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为本科组、本处室、办公部门乃至整个

党委的工作贡献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汗水。这样，“事事关

乎全局、人人皆可成才”，“想大事不辞为小事，办小事胸

中有全局”的理念和荣誉感、责任感就能牢固地树立起来，

从而促使办公部门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努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个人的人生价值通过每一项具体的

综合辅政服务工作融汇到党的执政使命中去，在推进国家的

现代化建设大业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全面提升六种综合

辅政服务能力 办公部门是党委的综合办事机构，是中枢所在

，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在具体的综合辅政服务能力建

设中，我们必须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始终重点围绕“以智

辅政”、“以文辅政”、“以技辅政”三大内涵来推进，努

力使自己作为“参谋”的“大脑”更发达，作为“助手”的

“手脚”更灵敏。 具体而言，应当着重加强六种综合辅政服

务能力的建设。 一是提高决策参谋能力。要切实增强“以智

辅政”意识，真正做到作为“兵头”办着小事不忘大局，作

为“将尾”想着大局不辞小事，在决策前、中、后为党委领

导提供“含智量”高的全程服务。既要“换位思考”，站在

全局和领导的高度出点子、提建议；又要“补位思考”，拾

遗补缺，完善决策；还要“易位思考”，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审视决策，提高决策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使发展成果惠及

全体人民。同时，要善于运用各种现代化信息工具，拓宽信

息视野，深化信息加工，挖掘信息潜力，提高信息价值，为

党委决策提供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 二是提高把关协调能力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新的形势下，无论是办文、

办会、办事，还是督查、信息、信访、接待、行政后勤、机

要通信，各个工作环节都要不断增强把关协调能力，既兢兢

业业做好党委的“大管家”、“守门人”，又真心诚意地当

好机关和基层的“服务员”、“勤务兵”，确保党委领导能

够集中精力谋全局、抓大事、办难事。要在建立反应灵敏、

运转高效的协调工作机制的同时，大力提高协调艺术，做到



既坚持原则性又讲求灵活性，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既遵

循“规矩”又努力创新，当好党委工作的“润滑油”、“催

化剂”。要强化“百密不容一疏、百功不抵一过”意识，用

“笨”功夫去干，写在本子上，记在心头上；用“巧”功夫

去做，举一反三，按图索骥，循道而行；用“细”功夫去办

，做到环环相扣、严细缜密、滴水不漏，确保党委各项中心

工作顺利开展。 三是提高创新应变能力。作为党委参谋助手

的办公部门，要协助党委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和各种复杂局

面，就要着眼于创新工作理念、创新服务方式、创新运行机

制，努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要立足于面向新时代、

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高起点、高标准地建立起大政务

、大综合、大督查、大信息、大后勤等新的运行机制，建立

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体制，提升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风险、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的水平，协助党委维护社会

的和谐稳定。 四是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办公部门的“三服务

”归根到底都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因此，每一位干部都必须

牢记党的宗旨，各项工作、每个环节都要增强群众观念，大

力提高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

教育，通过下基层、驻农村、挂职锻炼等有效形式，把他们

放到复杂的环境中磨炼砥砺，增长才干，增进对人民群众的

感情，使党的优良传统根脉不断、代代相传，始终保持党与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五是提高公共关系能力。办公部门是

党委的“门面”，必须树立“全员公关”意识，谨言慎行、

有礼有节，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人人都是党委形

象。要加强内外沟通，增进工作感情，努力营造融洽和谐、



心情愉快的工作环境和人际环境，构建“和谐单位”。坚持

团结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实时监测社会舆论，及时发现和解决民生问题，同时打好

新闻宣传主动仗，努力营造政通人和、鼓舞士气、同心同德

的舆论氛围。 六是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办公部门的各项工作

只有分工不同，而无高低之别。服务就是辅政，事务、内务

也是政务。无论是政务事务，还是勤务内务，都是为党委工

作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深刻认识服务保障

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按照

“敏、实、周、廉”的要求，高度重视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做到心明、眼亮、手快，增强后勤保障能力。要树立严

谨作风，依靠科学手段，加强精细管理，努力营造严谨的工

作秩序、浓厚的文化氛围、优美的办公环境。要更加自觉地

积极运用计算机、互联网等各种先进技术，把它渗透到综合

辅政服务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努力把业务工作与技术手

段完美地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电子党务”，不断提高综合

辅政服务效率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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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