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
上，13個省區的黨政「一把
手」將是去年地方換屆後首
次亮相。作為執政黨在全國
地方最高層級的領導核心，5
位新任省委書記、8位新省長
以新身份，承上啟下、承前
啟後，有望進入「十八大」
候選中央委員名單，成為影
響政壇新力量。
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引
述古語說：「篤初誠美，慎

終宜令。」他指出，今年兩會正值新舊交替之際，地方新
主官有的是身份變換，有的是新面孔。如何配合現任政府
站好最後一班崗，如何迎接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的誕生，
他們的駕馭表現將備受關注。從全局部署俯視，地方新主
官承擔起各自重任，領銜提升本地實力，將凝聚成中國經
濟社會轉型發展的新動力，並為「十八大」的召開營造出
科學、民主、和諧的氛圍。
葉篤初表示，這些官員的新身份意味 新責任，他們新

任期內的工作將處在承上啟下、前後銜接的重大背景下。
「篤初」就是地方高官新上任後，往往成為躍躍欲試的新生
力軍。他們掌握的政策空間較大，發展餘地充裕，須懷有
敬畏、清醒之心，常思憂患與責任。
「慎終」是指在政府任期的壓軸之年，要盡可能落實政

策承諾，又要做好工作的有機銜接，警惕「甩手」心理，
力防範重大問題隱患。其實這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月初

對本屆政府最後一年任期提出的要求中已有顯現。

選任重視基層歷練
今年將以新身份出席兩會的地方新主官，包括河北省委

書記張慶黎、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雲南省委書記
秦光榮、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和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河
北省長張慶偉、雲南省長李紀恆、海南省長蔣定之、浙江
省長夏寶龍、廣東省長朱小丹、福建省長蘇樹林、江西省
長鹿心社和安徽省長李斌。
從結構來看，熟悉基層管理經驗、幹部跨界交流特點與

共青團搖籃作用依然明顯。上述13人中由地方副職轉正的
人數最多，佔到8人，有2人從省長轉任省委書記，2人平行
調任，1人由中央「空降」；有6人曾任職共青團系統，2人
出自國企高層；5位新任省委書記在地方任職均超過20年。

比如，出生在廣東的溫州人朱小丹在粵工作31年從未離
開，以共青團廣州市委幹部逐步成長為地方要員；夏寶龍
長期在家鄉天津工作，有10年共青團系統的工作積累。
陳全國在河南任職32年，曾任河南副省長、組織部長、

省委副書記等職；張慶黎任職山東20年，曾調任共青團中
央工農青年部副部長；羅保銘長期履職共青團天津市委至
團市委書記；秦光榮在湖南工作24年，在零陵地委鍛煉多
年後升任長沙市委書記、湖南省委常委；王三運在貴州33
年，由基層提升，後赴四川、福建、安徽任要職，於去年
12月調任甘肅。

新省長補選人大代表
履新省長中，有中央空降如李斌、張慶偉，有異地調任

如江西省長鹿心社、海南省長蔣定之，有本土拔擢如浙江
省長夏寶龍、廣東省長朱小丹、雲南省長李紀恆，折射出
省長選任的多元化趨勢。在8位新省長中，除李紀恆以外都
是新代表，他們在去年地方補選中陸續確認第十一屆全國
人大代表資格。
另外，還有5位履新的省級政協主席將以新身份亮相。河

北政協主席付志方、廣西政協主席陳際瓦、江西政協主席
張裔炯，青海政協主席仁青加曾任青海紀委書記，雲南政
協主席羅正富曾任雲南省常務副省長。

目前省部級正職官員主要由「50後」組
成。在去年換屆後上任的省委書記

中，除了江西省委書記蘇榮為1948年出生
外，其餘均為上世紀50年代出生。而新任
的「省長方陣」年齡結構相對更年輕，以上
世紀50年代中期出生者為主體；河北省長
張慶偉、福建省長蘇樹林與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為「60後」人士。

「50後」擔綱省部正職
作為與共和國共成長的一代，這一批省

級黨政主要幹部在求學時遭遇「文革」，工
作實踐時迎來改革開放，有 鮮明的代際
特徵。資深黨建專家、中央黨校教授葉篤
初指出，作為執政黨在全國地方最高層級
的領導核心，省級黨委換屆事關長遠。此
輪人事更迭事關「十二五」規劃乃至「十

三五」規劃的穩步落實。在省級主要領導
幹部選任的思路上，須考慮未來5到10年發
展任務的需要，形成更合理的幹部建設梯
隊格局。
在此次地方黨委換屆中，一批「60後」、

「70後」官員走向施政前台，格外引人關
注，比如最年輕地、市、州委書記的紀錄就
不斷「被」刷新。對此，中國行政體制改革
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
為，長江後浪推前浪，很正常，是歷史的必
然。他表示，在班底結構方面，仍會堅持
「老中青結合」的梯次配備，由年富力強、
經驗豐富的中年人掌舵，對年輕人委以重
任，提供更多的鍛煉機會。
分析認為，媒體關注的最年輕地、市、州

委書記群體中，有不少擁有可圈可點的工作
歷練，因在一系列重大考驗中深孚眾望而脫

穎而出。

自治區「60後」常委多
新疆、內蒙古、西藏、廣西

四個自治區換屆完成後，產生
「60後」省級黨委常委共23人。
其中，內蒙古自治區13名黨委
常委中有7名是「60後」，成為
首個「60後」黨委常委多於「50後」的省
區。汪玉凱表示，民族自治地方的條件相
對艱苦，客觀上需要敢於創新的中青年幹
部闖出一番事業；同時，這也有助於優秀
幹部在歷練過程中學以致用，熟悉地區之
間的差距，豐富實踐經驗。
葉篤初表示，中央在選人、用人上一直

秉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綜合考
量官員的道德與能力。「這是選任幹部的

基本尺度，而年齡等具體尺度是多樣的。
在人事調整中有時不能一步到位，需要有
過渡、磨合、微調。」國家行政學院公共
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表示，在換屆過
程中，既要考慮專業、能力結構上的合理
性，又要考慮個性特點與工作閱歷、工作
經驗上的互補性；既要大力選拔優秀年輕
幹部，又要科學使用好其他年齡段的幹
部，不唯年齡取人。

竹立家說，經過近15年的循環，公務員
年齡梯次結構基本上趨於合理。年輕幹部
的增多突破了以往「論資排輩」的限制，
有助於增加組織活力，也在客觀上對組織
內原有成員構成激勵，有助於消除官僚倦
怠。「不過，一個人的德行、本事，不能
由年齡來決定。如果僅以年齡作為衡量標
尺，就有可能把一些不夠稱職的、道德水
平不高的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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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出，新任地方首魁有望為此次兩會
平年例會帶來活力、生氣，主要有三個看點
與新意值得關註：一是新形勢賦予新使命，
他們將面臨中央與地方層面的雙重考驗，兼
顧為全局發展承擔起地方責任與造福地方；
二是新身份激活新期待，他們須以更積極的
姿態回應民生、民情與民意關切；三是好平
台創造新機遇，兩會具有凝聚共識、碰撞智
慧的良好氛圍，將為他們與各界互動提供寶
貴契機。
權威黨建專家、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表

示，地方新主官今年出席兩會時的心情感受
可能十分微妙，信心與壓力並存。今年國內
外形勢並不輕鬆，不確定因素很多，各地發
展的客觀條件也不同，但地方主要負責人要
承擔起全局部署的各方面任務，發揮地方應
有貢獻。同時，「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們
在新任期之初，要推進當地經濟保持平穩較
快發展，重點解決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
問題，提高民眾滿意度。

有助互相吸取治理經驗
在葉篤初看來，全國兩會是一個將地方性

問題放在全局思路下考量的絕佳平台，將為
地方官員之間相互吸取成功治理經驗提供難
得機會。
他說：「他們在兩會期間展開跨省際、跨

領域的融匯交流，直接而自然，有帶動合作
的實際效果，亦有思路經驗的啟發影響。在
兩會氣氛下的互動，減少了很多平時官員會
面的儀式感，更實在，更便捷。黨校培訓班
活動也有類似的交流機會，但兩會期間可探
討的話題更廣泛，跨界接觸的機會也更
多。」
葉篤初還表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
設正在全面推進。伴隨去年以來的一系列重
大會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金融改革發
展、環保節能減排等，都很可能成為地方新
主官今年重點探討交流的熱門話題。

■海南省委書記羅保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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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兩會閉幕後，新一輪集中的地方省級黨委換屆將全面展
開，於上半年收尾，在「十八大」之前夯實地方幹部基礎。同
時，作為「十八大」的一項重要準備事宜，「十八大」代表選舉
工作也在精心組織之中，中央已將分配給各地的代表名額下發。
在今年6月底之前，預計將有17個省市區陸續舉行黨代會，完

成第二階段的地方省級黨委換屆，其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與
重慶四個直轄市，也有廣東、山東、浙江、四川、湖北等經濟大
省。
由此，新一屆地方省級黨政領導格局將浮出水面。在這一階段

密集調配的人事布局中，換屆產生出的黨政「一把手」，有望進
入「十八大」的候選中央委員名單。此外，地方人大、政府、政
協的換屆工作也將全面展開。

候選代表先行公示
據悉，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不僅將積極擴大基層黨組織、黨員

和群眾參與率，而且要求各地向社會公示黨代表候選人。
另外，《人民日報》近日刊出評論員文章指出，須切實加強黨

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領導。文章稱，十八大代表選舉，全黨
上下、幹部群眾高度關注，如果在代表選舉產生過程中出現不正
之風，將嚴重影響黨的威信，敗壞黨的形象。各級黨委必須以堅
決的態度、過硬的措施，確保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風清氣正。
文章指出，要堅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預防在先，針對代表

選舉工作中易發不正之風的部位和環節加強監督；對出現的違紀
行為等不正之風，要嚴肅查處，典型案例要及時通報。

■新疆主席努爾．白克力■福建省長蘇樹林

地方換屆首階段完成

「5678」梯隊成型

政壇生力軍 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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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部分省區主官調整
省區 現職 姓名 舊職

河北 省委書記 張慶黎 西藏黨委書記

河北 省長 張慶偉 代省長

西藏 黨委書記 陳全國 河北省長

雲南 省委書記 秦光榮 省長

雲南 省長 李紀恆 代省長

海南 省委書記 羅保銘 省長

海南 省長 蔣定之 代省長

甘肅 省委書記 王三運 安徽省長

浙江 省長 夏寶龍 代省長

廣東 省長 朱小丹 代省長

福建 省長 蘇樹林 代省長

江西 省長 鹿心社 代省長

安徽 省長 李斌 代省長

北京專家指出，伴隨第一階段省級黨委換屆的完成，多個省市區官員「5678」的年齡梯次結構已基本

形成，即省部級普遍由「50後」、「60後」組成；地廳級由「60後」、「70後」組成；縣處級以「70後」

為主，「80後」為輔。專家強調，中央在選人、用人上仍秉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原則，「年輕化」

是幹部選拔的重要條件之一，但不會「為年輕而年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凡北京報道

■河北省長張慶偉

地方新官 信心壓力並存

■地方人大會議

陸續召開。圖為

廣東人大會議在

上月召開，朱小

丹獲選為省長。

省
市
區
換
屆
年
中
完
成

■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 ■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 ■西藏黨委書記陳全國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