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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F_B9_E5_85_BB_E9_c25_283908.htm 近年来，我市各级党

委、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

法》，在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上，坚持“把加强民族

地区团结稳定作为出发点，把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作为着力点，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落脚点”的指导

思想，落实了“抓基础教育扩大数量，抓培养锻炼提高素质

，抓选拔使用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工作思路。现将有关情

况汇报如下： 一、**市情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现状 **市位于

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南麓，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枢纽，东

连柳州市，南邻南宁市，西接百色市，北交贵州省。境内东

西横距228公里，南北纵跨260公里。总面积3.35万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22.3万公顷，占总面积的6.65%，人均耕地0.89亩。

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65.74%。2002年6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

，**撤地设市。**市现辖金城江区和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

江毛南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

瑶族自治县、南丹、天峨、东兰、凤山9县，代管宜州市，

辖9县2个市区、129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1627个行政村，

总人口380万人。**市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历史悠久，素有有

色金属之乡、水电之乡、长寿之乡、铜鼓之乡、刘三姐故乡

和红七军故乡等“六乡”的美称，是一个极具开发潜力的地

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5个民族自治县，11个民族乡

，其中在广西11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就有壮、瑶、苗、侗



、仫佬、毛南、回、水等8个共318.0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的83.7%。全市共有干部71376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61911人

，占86.73%。全市少数民族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党政机关通过考录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二是企事业

单位接收的大中专毕业生。目前，少数民族地（厅）级领导

干部14人，占同级干部29人的48.3%；少数民族县（处）级领

导干部537人，占同级干部733人的73.3%；少数民族乡（科）

级领导干部7000人，占同级干部8791人的79.6%；少数民族干

部中，女干部20438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31%；党

员26372人，占40%；研究生42人，大学文化4417人，大

专19357人，35岁以下31752人，36至45岁18689人，46至54

岁12379人。 二、**市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做法 第一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当作一

项战略任务来抓。市委和各县市区、乡镇党委高度重视少数

民族干部工作，坚持把这一工作作为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把培养选拔少

数民族干部列入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近年来，市委多

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1999年

和2002年4月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

作的意见》（河地发[1999]22号）、《**地区培养选拔少数民

族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河地办发[2002]43号），对培养选拔

少数民族干部指导思想、目标、要求等作了具体的规定，使

全市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有组织、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 第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重点抓好自治县主体民族干部的选配工作。市委

明确规定：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少数民族领导



干部要与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相适应；市直、县（市）直党

政部门领导班子中，至少要配备1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民族

自治县县直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至少要配备1名主体民族领

导干部；民族自治县和民族乡的党政领导班子，要选配2名以

上主体民族干部，政府正职必须是主体少数民族干部。在我

市自治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中，我市严格按这一规定和要求进

行选配。经过多年努力，到2004年底，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总

人口35.8万人，其中仫佬族人口11.1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

的31.1%。全县党政干部6107人，仫佬族干部2589人，占全县

党政干部总数的42.4%；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12个较少民

族之一，全县总人口34.88万人，其中毛南族人口5.65万人，

占总人口的16.2%。全县党政干部6670人，其中毛南族干

部1267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19%。目前，市直工作部门班子

中都配备有1名以上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11个县（市、区）

党委班子都配备有少数民族领导干部，5个自治县政府班子一

把手都是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为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证。 第三，紧紧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

是围绕扩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来培养少当选民族干部。

在干部中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使少数民族干部的改革开放

意识大大增强，促进了资金引进，生产发展，加快了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围绕发展支柱产业、骨干企业的目

标来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三是围绕打好扶贫攻坚战的目

标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市委、各县市区委每年都有意识选

派一批工作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少数民族干部，到扶贫攻

坚任务重的县市区、乡镇、村挂任职锻炼，给他们压担子，



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如原市委办干部黄柯云等同志

到东巴凤三县大会战一线挂职锻炼回来后，成长较快，已提

拔到县处级领导岗位上来。 第四，加强干部理论培训和实践

锻炼，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整体素质。一是注意提高理

论水平和业务素质。近三年来，全市先后选送 735名少数民族

领导干部（其中厅级43人，县处级249人，乡科级443人）到

中央党校、自治区党校及上海、广东、福建、江苏、香港等

地学习培训。2004年开展大规模的培训工作，其中，对476名

少数民族干部进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内容的培训

；每年都举办**市中青班暨少数民族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班

次。二是选派少数干部到发达地区和基层挂职锻炼、跟班学

习。2001年以来，全市共选派了70多名县处级少数民族干部

，312名乡科级少数民族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跟班学习

。同时，每年还有计划地从应届大、中专毕业生中挑选品学

兼优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到基层锻炼，重点跟踪培养。三是实

行干部轮岗交流，使少数民族干部熟悉多部门、多岗位、多

行业的工作，增强综合领导能力，打造复合型、高素质的现

代管理人才。如，现任凤山县委书记韦善国、环江县委书记

韦胜红、都安县长蓝英思、罗城县县长徐钦恒等同志都曾被

安排到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党校和先进发达地区学习和挂职

锻炼，现已成为厅级领导干部的后备人选。 第五，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后备干部制度。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市委明确

规定：少数民族后备干部要与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和少数民族

人口比例相适应，民族自治县、民族乡的党政领导班子后备

干部中自治民族干部要占30%以上，其中，政府正职要按1：3

配备。我市后备干部从乡、村抓起，市、县都建有少数民族



后备干部名册，其数量与其干部总数成相应比例，以满足各

级领导班子换届调整的需要。2004年3月，市委以河办

发[2004]37号文件要求做好处级后备干部集中补充调整，目前

全市有市（地）厅级后备干部15人，县处级后备干部457名，

其中少数民族后备干部378人。 三、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意见： （一）帮助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选拔难点和重点问题 1、帮助解决好少数民族干部的源头问

题。一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少，地处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

后，基础教育也比较薄弱，一般少数民族学生仅读完初中就

无法再继续读高中，能考上大学的不多。二是由于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落后，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创业的不多，特别是

优秀的人才就更少，这样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来源造成了较大

的制约。 2、解决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步伐慢的问题。

中央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非常重视，但在具体的培养选

拔上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力度还不够，使少数民族干部成

长不够快、中高层领导干部的培养选拔难度比较大，造成少

数民族干部难以参与国家重要政治生活，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发展也不利。 3、帮助解决好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素

质提高的问题。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财政

比较困难。如我市是全国十八个重点扶贫地区之一，全市11

一个县市区，有9个是国定贫困县，两个是自治区定贫困县，

干部的工资大部分是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解决。造成对少数民

族干部的继续教育培训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如我市本级每年

的干部教育专项经费才有30万元，由于经费缺乏，大规模培

训少数民族干部工作难以开展。 （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对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要有新措施 1、要修改出台新的政



策文件。中组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于1993年12月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意见》，

至今已有10多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

《意见》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比如

在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方式方法、目标任务、培养措施

和具体要求等方面应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点和新形势新任

务的要求，提出新的更具体的意见措施。 2、抓好少数民族

干部队伍源头建设。一是大力发展民族基础教育，提高少数

民族整体素质。目前，在一些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

区，教学条件差，教师普遍待遇较低，骨干教师流失严重。

需要重点解决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问题。二是采取倾斜措施，拓宽少数民族干部的来源渠道。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录用干部的年龄、文化和任职资

格条件或安排专项录用指标等，以保证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人

口特别是较少民族人口进入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来。 3、对

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要采以特殊的政策。在干部选

拔任用中要考虑少数民族在整体上存在的差距，在干部的培

养选拔方面必须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要从实际出发，分不

同层次、不同民族，提出不同的竞争标准。在考录国家公务

员的时候，虽然对少数民族干部实行照顾5分的政策，但对于

人口较少民族如仫佬族、毛南族、白裤瑶族等，照顾的条件

应更宽松一些。 （三）对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培养要有新

的办法 第一，健全和完善后备干部制度，加强后备干部队伍

建设。坚持后备干部从乡、村抓起，以满足各级领导班子换

届调整的需要。同时，对少数民族后备干部坚持保证质量，

进行定期考核，备用结合，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激发少数



民族干部竞争向上，奋发有力，干事创业的激情。第二，多

渠道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后备干部，确保少数民族后备干部数

量。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加强干部队伍“两个源头”建

设，近几年来，通过对毛南族大中专毕业生的重点培养，共

吸收986名进入干部队伍中来，使毛南族大中专毕业生成为毛

南族自治县后备干部的主要来源。第三，建立部门联动制度

，共同做好培养少数民族后备干部工作。组织、民委、统战

、人事、妇联等部门都配有一名分管领导专抓少数民族干部

管理工作，定期碰头研究少数民族干部工作有关事宜，整合

力量共同搞好少数民族后备干部的培养工作。 （四）对少数

民族干部的教育培训要有系统性、针对性 目前，少数民族干

部的理论培训缺乏系统和针对性，干部的理论培训多停留在

应付任务上，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 一是要围绕国家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紧密结合国家改革开放实际来

开展理论、政策培训，使少数民族干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意

识，从而在民族地区发展中发挥政策理论优势，加快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步伐。 二是要有针对性的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来开展理论培训，使少数民族干部较快地熟悉当地中心

工作，提高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缺什么、补

什么”原则。 （五）要解决好少数民族干部实践锻炼中存在

的一些突出问题 当前，在少数民族的培训上存在问题主要有

：一是工学矛盾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分管工作多，工作任务

比较重，需去培训，排不出时间，精力难以集中，学习时间

难以保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培训的成效。二是多头培

训。在培训的安排上缺乏统一的计划，党委一条线，部门一

条线等形成各自为阵的培训局面，培训资源没有能很好整合



，又造成领导干部重复培训，既浪费资源，又影响领导干部

正常工作开展。三是学用脱节。由于一些培训的针对性不强

，干部参加培训后，能力素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实际

工作没有形成新的推动。一些少数民族干部经过高层次培训

后，虽然学有所获，但没有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不能发挥学

习培训成果，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四是挂虚职多，挂实职

少。一些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虚职，虽然开了眼界，不能实质

性地参与到班子决策，但实际的领导能力没有得到提高，建

立多选派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发达地区相

关部门和单位挂（任）实职，加强对宏观管理、战备思维能

力和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培训，对表现突出、潜力大的少数

民族干部，可直接安排在中央、国家机关或者省部级单位、

发达地区任职或工作，给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一个成长的平台

，以此加快高层次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步伐。 （六）要根据

不同地区或不同层次的特点，对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

实施分类指导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和层次的特点，加强对培养

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分类指导。由于少数民族干部的底

子薄，整体素质偏低，对一般干部培养锻炼，着重加强综合

素质能力的培养；对领导干部着重加强宏观管理能力、驾驭

市场经济能力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锻炼和指导。 建议

： 在今年将要召开的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

上，建议中央重点考虑几个问题： （一）研究制定培养少数

民族干部工作条例，解决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长效机制

；（二）要出台对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专门规定

。建议区党委向中央反映，考虑通过财政转移专项支付的办

法解决在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经费等问题；（三）采取学



校定向招生，计划指令性分配的办法，使一些素质高、有发

展潜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四）国家每

年招考公务员时，应当划出专门的指标招考少数民族毕业生

，中央、国家机关每年也应当划出一定指标招录人口较少民

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工作。**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也革命老区，又是一个发展潜力十分巨大的地区。在过去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带

领干部群众，投身到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

践中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进一

步抓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不仅关系到**的改革发展大

局，也关系到**的民族团结稳定和社会进步，是一个十分重

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我们衷心地希望自治区政协考察团，

通过这次考察调研活动，向自治区党委、中央民委及有关领

导能引起重视，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上给予更多

的帮助和扶持，使全国少数民族省、市（州）的少数民族干

部队伍建设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

征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有更新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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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