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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出席十八大的「40後」「50後」「60
後」的領導幹部都有個共同特點，就是不論出身

於什麼樣的家庭，他們基本上都有「草根」經歷，都
具備與普通農民、工人、軍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經
歷，都是從艱苦的基層一步步幹起來的。簡單的說，
就是這批人大多挨過餓，下過鄉，文革亦是他們共同
的時代磨難，是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

兼具專業背景國際視野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軍指出，這樣的經

歷現在看來彌足珍貴，擁有與社會各階層普通成員長
時間同吃同住的經歷，才能對中國社會、基本國情有
更為客觀和真實的把握，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觀察視角
更能從老百姓的立場出發，關注點也更集中在民生疾
苦上。
這批在共和國建立前夕和之後出生的領導幹部還有

另一大特點，即他們個人都有豐富的學習經歷和充實
的專業背景，是「學習型」的一代人。他們中不少
人，在「文革」結束後進入中國知名高等學府學習深
造。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後來緊張忙碌的工作中，還努
力攻讀在職研究生，拿到了碩士、博士學位。
與老一代人往往留學蘇聯不同的是，這批「40後」

「50後」「60後」幹部中有不少是被組織派遣或自主選擇
到歐美發達國家深造，這樣的求學經歷加深了他們對
世界發展潮流的切身感受，增加了更多國際視野。

思想不僵化不保守
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認為，這批人思想不僵化、不

保守，他們上來後將能保證改革開放的方向和堅持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參與
者、見證者、親歷者和受益者，沒有誰會去走回頭
路。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軼瑋）正在

北京出席中共十八大的2,000多名代表昨日開始

進行人事醞釀，幾天後他們將表決決定：世界

上最大執政黨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由什麼人組

成。分析認為，一批「40後」「50後」「60後」

將隨 這輪漸次推進的大換班而成為中國權力

核心的新「主角」，這些「主角」們大都有豐

富基層經驗，了解民生疾苦並兼具專業背景和

國際視野，將帶領國人為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

長一段時間的走向帶來重大變化，並持續影響

國際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王添翼、王微妹）十
八大各代表團昨日繼續舉行分組會議，醞釀十八屆中央
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
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
在10日舉行的大會主席團第二次會議上，大會秘書長

習近平就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

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作了說明。會
議表決通過，將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提交各代表團
醞釀。當天會議並通過了經各代表團醞釀的大會選舉辦
法。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

為先，堅持注重實績、群眾公認。他表示，要完善黨內

選舉制度，規範差額提名、差額選舉，形成充分體現選
舉人意志的程序和環境。

選舉差額比例料擴大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

委員由參加黨代會的代表和特邀代表，按照大會通過的

選舉辦法，無記名投票產生。
在新中國成立後舉行的首次黨代會——1956年9月舉

行的中共八大上，確立了在正式選舉之前增加預選程
序。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確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候選人預選中首次實行差額選舉。十三大
上，中央委員候選人預選差額是5%，候補委員候選人
預選差額為12%。中共十六大「兩委」選舉差額比例在
5%左右，而十七大「兩委」選舉差額比例都超過了
8%，進一步擴大了代表的選擇權。
據中組部有關負責人介紹，在此前舉行的十八大代表

選舉中，十八大黨代表的差額比例是多於15%。

十八大會議進入人事醞釀階段

被問會否入中委 梁穩根：捕風捉影

換屆
特點 領導幹部多具「草根」經歷

更能了解民生疾苦和真實把握國情

延安市委書記談習近平知青生活

7個「建國」將軍喜相逢

代表談黨章修正案
指反映中共新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葛沖）參加中共十八大的解

放軍代表團和武警部隊代表團中，有7位代表同名都叫「建

國」，而且他們都是將軍。據解放軍報昨日報道，7個「建國」

10日在小組討論前喜相逢，相約一起，交流學習十八大報告

的體會。

記者查閱網上資料顯示，7位同名的將軍代表分別是，總參謀

部副總參謀長孫建國海軍上將、副總參謀長戚建國中將、北京軍

區副政委黃建國中將、空軍副政委房建國空軍中將、瀋陽軍區政

治部主任高建國中將、西安衛星測控中心政委劉建國少將、武警

浙江總隊政委戴建國少將。

公安部2009年公佈的數據顯示，內地名為「建國」的總人數超

過96萬人。其中，1949年一年裡出生的「建國」就多達8,240

人。上個世紀50年代，「建國」一下從前十年的4萬多人增加為

23萬多，而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叫「建國」者超過29萬人。
新聞中心人氣旺
網絡服務室迫爆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李茜婷）天津代表團在討論中共
黨章(修正案)時一致認為，修正案反映了中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內涵的新認識，符合新時期中共治國理政和自身建設的需要。
有天津團代表指出，黨章修正案充實了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論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繫在黨章中完整表述，反映了中共對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內涵的新認識。
而重慶代表團在討論中表示，在保持之前黨章的總體前提下，

十八大對黨章做適當修改是完全必要的。經過這次修改後的黨
章，將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一位
基層黨代表稱，是次黨章修正案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十

八大報道組 王添翼）

陝西省委常委、延安
市委書記姚引良(見

圖)，昨日在記者會
上回憶四十多年前習近平
在延安當插隊知青的生
活，表示習近平因為吃苦
耐勞獲得當地農民讚譽，
被他們稱為「好後生」。

吃苦耐勞百姓讚「好後生」
習近平早年曾在延安市梁家河村插隊，並在這裡加

入中國共產黨。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昨日延安市委書
記姚引良的專場記者招待會，吸引了大量對習近平早
年生活充滿好奇的國際媒體。

姚引良表示，當年，包括習近平在內的28000多名
北京知青到延安下鄉插隊，是繼毛澤東到延安後，當
地民眾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思想觀念上，受到的又
一次極大的衝擊和提升。他回憶說，自己去過習近平
插隊時的村子和住過的窯洞，「那是個很艱苦的小山
溝，而他在那裡一住就是7年。」
姚引良說，當時的老百姓對知青時期的習近平評價

很高，用陝北方言講即是「好後生」。後來他以自己
的吃苦耐勞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入黨後被選為大隊黨
支部書記。
延安市東北方向約70公里，有一個隸屬於延川縣的

小鎮「文安驛」，文安驛往南幾公里即到梁家河村。
據梁家河村40歲以上的村民回憶，1969年1月，當時
尚不足16歲的習近平和其它14名知青來到了村子裡，
年齡最小的他當時最重要的行李居然是一箱子書。
今年80多歲的村民梁有昌稱，「他當時一點書生架子

都沒有，穿一件藍色的舊棉襖，腰裡繫一根點炮時用過
的導火索，在陝北冰雪剛剛融化的時候，捲起褲管、光
腳，站在刺骨冰水裡和社員們一起修渠打壩。」

習近平：農村經歷是人生坐標
後來走出黃土高坡並最終走向中國政壇的習近平，

不止一次向外界談起這段延安知青生活，對他個人成
長的重要性。
他在一次與江西大學生「村官」交談時坦言，「農

村基層的工作經歷，是人生的一個坐標，有了這個經
歷，就更清楚地知道什麼是群眾、如何尊重群眾，知
道什麼叫實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實。」
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在陝西代表團激動地
說，「我是在延安入的黨，是延安養育了我，培養了
我，陝西是根，延安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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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十

八大報道組 莫豐齊）

「有人說你能進入中
委？你是不是確切知
道，你已經進入中委
的提名？」作為十八
大有關民營企業家最
熱的話題之一，福布
斯「中國首富」梁穩
根(見圖)昨天在十八

大新聞中心接受集體採訪時遭到記者窮追不捨
地提問。對於這一單刀直入式的問題，梁穩根
回答說：「捕風捉影、空穴來風、別有用心」。

指民營老闆當中委具意義
「什麼意思？」記者問。「我不能說，但你

們聽得出來。」梁穩根回答。「是不是組織對
你已經完成了考察？」記者追問。梁穩根回
應：「作為一名黨員，黨對我的考察是經常性
的。這沒有特別之處。」
如果將來有民營企業家進入中委，你怎麼

看？記者再追。梁回答說，如果民營企業家能
象徵性地進入國家權力核心，將民營企業家的
心聲帶到核心層，這不僅表明黨和政府對民營
的態度，也向世界傳達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信
號。
梁穩根昨天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成為一名

黨員，是自己最大的光榮。他入黨追求了18
年，在他眼裡，共產黨員都是有理想、有信

念、追求上進的人，是群體中最優秀、最受到
尊重的人。

堅定不移以黨利益為先
當有記者問：當黨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相衝

突時怎麼選擇？梁穩根回答，將堅定不移地以
黨的利益為第一。「如果有需要，梁穩根個人
的財產可以是黨的，生命也是黨的，儘管不會
發生這樣的事情，但這絕對不是假話，為公眾
利益服務、犧牲，人生更有價值！」
梁穩根否定所謂「入黨為做官，他將棄商做

官」的說法。他說，他自己作為一名企業家的
價值，可能比作一名官員價值更高。
有人問他作為企業家有無移民打算？梁穩根

說，他作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如果生一千
次，願生在中國，如果死一千次，願死在中
國。他本人不會移民，老婆不會移民，孩子也
不會移民。三一公司的董事，也沒有一個移民
的人，雖然沒有這個規定。」
梁穩根對黨的未來充滿信心。他說，因為有

兩個「崇拜」的信念：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崇拜」，二是改革開放的「崇拜」，所
以，黨必然有光明前景。
梁穩根被媒體普遍解讀為中共新時期黨建發

展的一個重要符號。在十八大會議期間，他本
人因此而成為中外媒體追逐得最為瘋狂的對象
之一。在昨天的發佈會現場，新聞中心「有預
見性」地將兩個會議室合成一個會議室，但還
是有記者被擠在門外。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李茜婷）位

於中央電視台附近的梅地亞大樓是十八大會

議新聞中心，本報記者昨日下午來此時，發

現一樓、二樓的通信網絡服務室早已人滿為

患，大會組委會提供的幾十台電腦根本不能

滿足會場內數百名記者的使用。以紅色為主調的

網絡服務室裡「黑壓壓」的聚集了眾多媒體記

者。紙媒記者馬不停蹄地敲打 鍵盤，以最快速

度完稿；電視台記者則忙 剪輯畫面，而網絡媒

體記者更是一刻也不敢懈怠，恨不得自己有三頭

六臂⋯⋯

有同行對記者說，十八大是一次難得的採訪機

會，雖然辛苦，但自己學到了很多東西，非常值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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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聞中心一層的網絡服務室內人滿為患。

記者李茜婷 攝

■解放軍第二炮兵某部官兵展示黨旗和紅燈籠慶祝中共十八大召開。 中新社

■武警甘肅省森林總隊蘭州大隊官兵在營區排練威風鑼鼓，慶

祝黨的十八大召開。 新華社

■十八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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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演唱歌

曲《感謝共

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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