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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与启示：优秀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探究∗

姚 巧 华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出的优秀县委书记都是鲜活的正能量、有形的

价值观，往往会发挥激励、示范和引领作用。 优秀县委书记在来源分布、学历履历、遴选标准、后期擢升等方面表现

出共有的特质，其健康成长是个人努力、组织培养、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要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县委书记，应
注重从激发卓越的理想信念、持续历练执政本领、实施科学的人才规划等方面入手。 同时，组织部门还应持续加强

培养，以防止优秀县委书记中道落马，由“优”变“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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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中央基于“郡县治，天下安”的重大考

虑，非常重视县一级党政机构设置，高度重视县委书

记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涌现出许许多

多优秀县委书记，他们都是鲜活的正能量、有形的价

值观，往往会发挥激励、示范和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优秀县委书记都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出

色业绩，得到了群众认可，是我们领导干部中的标

杆。 他强调，表彰优秀县委书记，“既是对大家工作

成绩的肯定，也是为了形成学赶先进、见贤思齐的社

会氛围，让更多党员领导干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更好为人民服务，更好干事创业”①。 本文从探究优

秀县委书记的成长轨迹入手，分析优秀县委书记角

色成功之道，总结归纳优秀县委书记成长规律给予

我们的启示，以期为更多县委书记的成长、成功开启

智慧之门，也为组织部门打造高素质的县委书记队

伍提供理论参考。

一、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轨迹

考虑到同时代性、当下性、可效仿性以及研究的

数量难度，本文在通览优秀县委书记全貌的基础上，

重点以 ２０１５ 年“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 （以下简

称“百优县委书记”，共 １０２ 名）为样本，通过详实的

数据来探究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轨迹。
１．来源分布折射规律

从“百优县委书记”的性别上看，在 １０２ 名入选

的县委书记当中，男性有 ９５ 人，占 ９３．１４％；女性为 ７
人，占 ６．８６％。 性别是人最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它
反映了人们对男女两性持有不同的角色期待。 性别

不仅折射出了女性领导干部在我国干部序列中占比

整体偏低的状况和女性官员晋升中的“玻璃天花

板”（Ｇｌａｓｓ Ｃｅｉｌｉｎｇ）效应，同时也提醒女性县委书记

要以更加敬业的态度履职尽责，唯有如此，方可在激

烈的干部竞争中取得主动。
从“百优县委书记”民族分布看，汉族为 ８６ 人，

占 ８４．３１％；少数民族为 １６ 人，占 １５．６９％。 与同时

期汉族人口占 ９１．５１％、少数民族人口占 ８．４９％相

比，少数民族优秀县委书记占比是相当高的。 个中

原因在于我国共有 ５ 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占省级行

政单位的比例为 １４．７％，民族省份推荐的优秀县委

书记有固定比例为少数民族干部的要求， 再加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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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省份推荐的少数民族干部，使得少数民族县委

书记的占比达到 １５．６９％。
从年龄上看，在 １０２ 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中，年

龄最大者 １９５６ 年出生，时年 ５９ 岁；年龄最小者 １９７５
年出生，时年 ４０ 岁。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６ 年出生，年龄

介于 ４９ 岁至 ５５ 岁的县委书记有 ７２ 人，占比高达

７０．６％，他们是优秀县委书记的主体。 在我国干部

的晋升中，年龄是一个重要的权变因素，直接影响着

官员的职业生涯。 一般而言，排除中道落马的情况，
年龄越小，升迁的机会越大。

２．学历履历展现实力

学历是影响干部成长的重要因素，我国自古就

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一定的学历是干部入职或

者晋升的“敲门砖”。 分析“百优县委书记”的初始

学历和最终学历发现，在初始学历中，中专学历的县

委书记占 ３６．４％，本科学历最多，占 ５６．８％，研究生

学历仅占 ６．８％。 而在最终学历中，本科学历达到

１７．９％，研究生占 ７４．６％，博士研究生达到 ７．５％。 从

履历上看，“百优县委书记”大都经历了多岗位锻炼

并呈现稳步上升的成长轨迹。
一是经历较长时期的基层锻造。 根据“百优县

委书记”的公开资料，他们从参加工作到走上县委

书记岗位，大多都经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作历

程。 其中，用时 １１—１５ 年的有 １ 位，比例为 １％；用
时 １６—２０ 年的有 １２ 位，比例达 １１．８％；用时 ２１—２５
年的有 ３１ 位，比例为 ３０．４％；用时 ２６—３０ 年的人数

最多，有 ４０ 位，比例为 ３９．２％；用时 ３１ 年以上的有

１８ 位，比例为 １７．６％；用时最长的达 ３９ 年，平均用

时为 ２６ 年。 由此可见，干部走上县委书记岗位，绝
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干部通过摸爬滚打，逐渐从幼稚走向

成熟，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县委书记。
二是经过不同层级的反复打磨。 在“百优县委

书记”中，５３ 人有乡镇工作经历，比例为 ５１．９％；１０１
人有县级单位工作经历，比例几乎达到百分之百；７４
人有市级及以上层级单位工作经历，比例为 ７２．５％。
其中，通过上下迂回而获任县委书记的有 ７３ 名，比
例为 ７１．６％；蜿蜒上升而获任县委书记的有 ２２ 名，
比例为 ２１．６％；长期单一而获任县委书记的有 ６ 名，
比例为 ５．９％；空降下派即从省、市机关获任县委书

记的有 １ 名，比例为 １．０％。 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干

部是经过不同层级锻炼，积累了丰富的认知、阅历后

才最终走上县委书记岗位的。
三是有着不同行业的任职阅历。 根据“百优县

委书记”的公开资料，１４ 人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占
比 １３．７％；２５ 人有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占比 ２４．５％。
事实表明，只有经过多岗历练过的干部，才有可能胜

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一把手”职位，才能入围

县委书记的人选。
四是经受重要部门的历练。 “百优县委书记”

几乎都有在办公室、组织处、团委等重要部门的工作

经历。 在“百优县委书记”中，６２ 人有办公室的工作

经历，比例为 ６０．８％；３２ 人有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

经历，比例为 ３１．４％；３５ 人有共青团的工作经历，比
例为 ３４．３％。

五是经过吃劲岗位的磨炼。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对有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还要让他们经受吃劲

岗位、重要岗位的磨炼，把重担压到他们身上。 所谓

吃劲岗位，是指具有“一把手”性质的岗位，既包括

上级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等的“一把手”位置，也包括地方基层的“一把手”位
置，如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县长等。 在 １０２ 名

“百优县委书记”中，３９ 人当过乡党委书记或乡镇

长，比例为 ３８．２％；７９ 人经由县长成为县委书记，比
例为 ７７．５％。

３．百里挑一精准遴选

优秀县委书记都是在精挑细选、严格把关的基

础上遴选出来的。 为了把“像”画准、把人选好，各
省区市党委注重多渠道、多层次听取意见。 有的把

基层“两代表一委员”列入谈话范围，有的走访基层

党组织负责人和普通党员群众，有的和家属进行交

谈。 对于某一位推荐人选，考察组往往要当面听取

五六十人的意见。 与此同时，两轮核查个人有关事

项报告和公示成为必经程序。 在省区市对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核查的基础上，中央组织部对初步人选又

进行了复核，对与评选标准和条件有出入的候选对

象，多次与有关省区市党委组织部沟通协调核实。
事实证明，这些经过严格把关而选出来的干部的确

是素质过硬的好干部。
一是“五好”标准得以贯彻。 最后胜出的县委

书记在实际工作中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是“四有”导向得以体现。 “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县

３１

追踪与启示：优秀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探究



委书记提出的期待和要求。 在过去的履职中，他们

有的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努力改变贫穷落后面

貌，争当推动科学发展的“领头雁”；有的在深化改

革的大潮中敢闯敢干，争做破解难题的“排头兵”；
有的面对复杂形势，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勇当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的“指挥员”；有的在自然灾害和突发

事件中临危不惧，冲锋在前，自觉成为党员群众的

“主心骨”。
三是“忠诚、干净、担当”的时代风采得以展现。

那些备选的干部平时把忠诚干净融入灵魂，把责任

担当扛在肩头，把群众冷暖放在心窝，把修身律己镌

刻脑海。
４．后期擢升相当乐观

数据表明，“百优县委书记”的晋升情况是相当

乐观的。 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公

示的时间作为基准，当年就有 ４２ 位获得晋升，达到

总数的 ４１．２％。 北京、天津、吉林、福建、广东等省市

的优秀县委书记当年均得到提拔，湖南、黑龙江、安
徽等 １４ 个省份的优秀县委书记部分得到提拔，山
西、内蒙古等 １０ 个省市区的优秀县委书记当年没有

获得提拔。 四年之后，这批“百名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获得晋升的比例更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９６％
以上的干部获得提拔。 其中，主政地市及以上党政

“一把手”的有 １０ 人，有 ８ 人升至部级干部。 总的

来看，“百优县委书记”中，除了个别因为自身违法

乱纪而受到处分，绝大多数都得到快速提升。 “权
威表彰需要以非常态的官员晋升态势，树立相应的

标杆激励。 快速重用优秀县委书记，不仅是组织部

门对其过往履历及政治立场的认可，对其以往工作

成绩及工作能力的嘉奖，同时也是地方对中央权威

表彰释放信号的即时反馈。”② “百优县委书记”的

快速提拔，以给受表彰者带来实质获益的真实表达，
营造了竞争氛围，促使基层官员正确认识自身情况，
激发更高的政治追求，进而激励他们更好地履职尽

职，实现党和国家赋予的角色期待。

二、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规律

根据干部成长理论，领导干部要获得全面健康

的成长，自我锤炼、自我提高是前提，组织教育培养

是关键，科学合理的干部选任机制是保障。 以素质

立身、以品德做人、以实干创业、以政绩进步，领导干

部方能真正迈上成长的阳光大道。 １０２ 名全国优秀

县委书记能在 ２８００ 多名县委书记中脱颖而出绝不

是偶然的，而是个人努力、组织培养、社会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
１．充分持久的个人努力是内在驱动力

个人努力、内力觉醒是县委书记成长的内在驱

动力，是优秀领导干部成长的主导性因素。 角色主

体是角色的直接扮演者，个人努力是成就一番事业

的基础条件。 领导干部唯有通过个人努力，才能从

普通走向优秀。 一是都非常注重长期地“学”。 在

成长为优秀县委书记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注重学习，
不断给自己“充电”。 在百忙的工作之余，他们抽出

时间进行自主学习或参与进修，用理论武装自己。
事实表明，唯有不断“充电”，才能更好地“放电”，才
能使自己的思想意识、行为选择、思路决策、方法手

段等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潮流。 二是都非常注重持

久地“干”。 干部成就事业，事业造就干部，好干部

都是在干事创业中成长，在成长中干事创业。 百优

县委书记在履职过程中，都经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

甚至三十余年的基层锻炼和不同岗位的历练，积累

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如果没

有骄人的业绩，想在激烈的干部升任竞争中脱颖而

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是都非常注重恒久地

“修”。 注重自身修养，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实践

表明，当干部外动力（组织培养等）强度相同的情况

下，干部成长与个人努力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个人努

力越充分持久，成长为县委书记的速度越快。
２．强力有意的组织培养是外在驱动力

组织有意识地培养是干部走上主要领导岗位最

重要、最关键的外在驱动力。 个体素质是领导干部

成长的基础，但必须通过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才能发

挥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好干部不会

自然而然产生。 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
二靠组织培养。”③干部成长的节奏、快慢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党组织的培养和使用程度，有了党组织

的培养，个人进步就比较快；反之，离开了组织的培

养，个人只能停留在“自然成长”阶段，甚至踏步不

前。 优秀县委书记的发展进步也说明这一点，他们

比较早地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注。 从“百优县委书

记”的入党年龄看，２５ 岁之前入党的为 ８１ 位，占比

为 ７９．４％；２６—３０ 岁入党的有 １８ 位，占比为 １７．６％；
３１ 岁入党的有 ３ 人，占比为 ２．９％。 入党时年龄最

小的是 １８ 岁，平均入党年龄为 ２４ 岁。 从获任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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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的年龄看，３６—４０ 岁的有 １１ 位，占比为 １０．８％；
４１—４５ 岁的有 ２６ 位，占比为 ２５．５％；４６—５０ 岁的有

５８ 位，占比为 ５６．９％。 年龄最小的为 ３６ 岁，平均年

龄为 ４６ 岁。 可见，组织部门的悉心培养对干部的成

长至关重要，组织部门选苗子、搭台子、铺路子、压担

子、给位子，干部的“周转率”就会加快，“成才率”就
会大大提高。

此外，组织强力培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百优

县委书记”履历上。 我们发现，有 ７７．８％的优秀县委

书记经历过 ６—１５ 次岗位次数变动，有 ８０．４％的经

历过 ４—９ 次的岗位类别变动，这很好地诠释了组织

培养的极端重要性。 组织通过变换领导干部岗位类

别，将其放到党政机关核心部门、核心岗位、核心工

作中锤炼，使其积累经验和才干，增强其对于不同类

别岗位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和公务胜任能力；通过增

加其工作变换次数，可以使其能够在多个地域以及

多个岗位接受挑战，从而丰富领导干部社会公共管

理经验以及增强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可以说，优
秀县委书记成长的每一步，都浸透着组织的心血、深
蕴着组织的烙印。 实践表明，当个人努力程度稳定

也就是干部内动力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干部成长与

外部推动呈正相关关系，外部推动越强劲有力，成长

为县委书记的速度越快。
３．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是催化驱动力

社会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这里所说的社会

环境是广义上的，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领导干

部成长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的总

和。 社会环境对领导干部成长起着重要作用，良好

的外部环境可以为领导干部搭建起干事创业的宽广

舞台。 在诸多社会条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尤

为突出。
第一，时代大环境。 时势造英雄，时代发展呼唤

担当作为的好干部。 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不同的

历史任务，对领导干部有不同的要求，时代课题对领

导干部的成长具有强有力的导向作用。 “年轻干部

只有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进程中寻找自己的前进方

向，在广大人民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与党和人民同

心、同德、同向、同梦，才能够真正得到自己的发展空

间。”④优秀领导干部随时代呼唤而产生，又能按时

代昭示的方向前进，自觉与时代需要相契合，实现同

频共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积极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领导干部在实

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践行新的发展理念，锐意进取、担当作为。 鉴于

这一时期的需要和主要任务，一名县委书记是不是

合格，是不是优秀，关键看能否成为这一时期党需要

的人才。 纵观“百优县委书记”的每一位个体，他们

中的任何一位都能以时代的需要为需要，以党的召

唤为方向，自觉将自己的行动融入现代化建设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努力做“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县委书记，成
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发展上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

人、班子的带头人”。
第二，良好的社会风气。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社会风气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 良

好的社会风气对优秀领导干部的成长起到“助推”
和“催化”作用；反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会腐蚀领导

干部，甚至使他们走上歧途。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中，我们党一方面坚持从严治党，一方面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特别是深入持久地开展黄赌毒专项整

治工作，净化了社会风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制定出台了“八项规定”，狠抓党员干部作风问题，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

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

人，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这些重大举

措使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也进一步净化了社会风

气，为党员干部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百优县委书记”的成长，与其身边良好的社会风气

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稳定的家庭环境。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

课堂，父母的言传身教无形中塑造着孩子的人生观。
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的重要作用予以了高度关注，
多次就家风、家训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他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

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

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
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

可替代。”⑤在 ２０１８ 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他引用了

《孟子》中的一句话：“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诚然，在成长为优秀县委书记的过程中，良好的家庭

教育、父母的品格、配偶的修为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领导干部的成长。 考察“百优县委书记”的家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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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这些家庭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
家庭和睦，亲人相亲相爱。 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有

助于县委书记干事创业，也对他们的廉洁从政发挥

着斧正、引导作用。

三、优秀县委书记成长规律给予我们的启示

优秀县委书记的成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一

规律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对组织部门而言，它为

打造高素质的县委书记队伍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１．激发坚定的理想信念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有多远，人生就有

多远。 没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抱负，就不可能有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动力，就不可能做出超越他人

的成就，也就不大可能从同龄、同类、同行之中脱颖

而出成为佼佼者。 “在中国大约有 ７０ 万的县处级

干部，其中县委书记占比 ０．４％，而优秀县委书记占

比大约为 ０．０１％。”⑥据此推算，在 １０００ 名县处级干

部中，大约能诞生 １ 名优秀县委书记。 这些县委书

记之所以能“走在前列”，与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

念密不可分。 他们在确立人生价值观时，能够自觉

地将自己的人生航向设定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在实际工作中，他
们能够主动地将自己的行动融入“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冲锋在前，中流击

水，建立功业。 他们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做出

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革命理想高

于天。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和政治灵魂。 因此，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必须把

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着力

解决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激发

他们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２．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

县委书记不但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要有

“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能力，时时刻

刻不忘提高干事创业的本领。 就“百优县委书记”
而言，他们提高本领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持续

学习，提升理论素养。 从学历上看，“百优县委书

记”通过不断的学习，学历层次显著提升。 据统计，
“百优县委书记”的最终学历中，本科、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９％、７４．６％、７．５％。
从专业方向上看，初始专业占比比较高的有：经济管

理类占 １７．９％、文史类占 ２５．６％、理工类占 ３０．８％、
农林类占 １７．９％，各类专业占比比较接近，说明最初

的专业具有常规性、普遍性。 但是，在继续深造过程

中，他们选择的专业出现明显变化，经济管理很受青

睐，占比为 ６８．８％，法律专业也比较受欢迎，占比为

１８．８％。 这些数据表明，“县委书记在职学习在学科

专业选择上具有倾向性。 多倾向选择适应岗位需

求、有助于职业能力提升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党
政管理等专业”⑦。 县委书记需要通过专业的学习，
建立起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科学化的理政能力，使
得自己更加熟悉、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 二是实践

锻造。 书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实践出

真知，磨砺长才干。 正如前文所述，长时间的任前积

累、多层级的岗位经历、多序列的岗位锻炼、重要部

门的打磨、关键岗位的锻造等，都是县委书记提升本

领的切实可行途径。
３．实施科学的人才规划

设立什么样的标准，采取什么样的办法，能把好

的“苗子”挖掘出来、培养起来、运用起来，是一个需

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细心的学者曾经对“百优县委

书记”的地区来源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来自北

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优秀

县委书记占比最高，达到 ５６．８％。 这说明，发达地区

经济活力强，资源要素流动性好，干事创业的舞台更

加广阔，干部更容易做出骄人的成绩。 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地

区就没有机会。 恰恰相反，逆境更能磨炼人才。 有

过县委书记履历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经当过知青，
是在贫瘠的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河南兰考县原县

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当地群众有效治理了“内涝、风
沙、盐碱”三害，为后人留下了“亲民爱民、艰苦奋

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

神”。 福建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在一片飞沙荒

滩上，带领全县军民植树造林防治风沙，打水井、建
水库，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丰碑。 入选

“１００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同获殊荣

的县委书记杨善洲、王伯祥等，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

闯出一条成功的人生之路。 可见，逆境更能磨炼人

才。 事实表明，中央一直倡导的要注重从一线、从基

层、从艰苦的地区锻炼和选拔干部的主张是值得肯

定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当然在县委书记培养的

过程中，组织部门应当加大交流力度，让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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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地区、落后地区的县委书记交叉任职，促使县

委书记开阔视野、增长才干。
４．组织培养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指出，
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

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

提高，而是需要终生努力。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评选

的百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来就有“落马”的案

例。 这说明，优秀县委书记不是“金刚不坏之身”，
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他们不注重加强修养，如果

组织不继续强化培养，那么今天的“优”就可能蜕化

为明天的“锈”。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

任庄德水呼吁：“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优秀的党

员领导干部，要加强日常监督和管理，坚持严管与厚

爱相结合，为他们提供干事创业平台的同时，要提出

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

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
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

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

不等于永远拥有。”⑧如同树木生长需要不断地修枝

剪叶、驱虫防病一样，优秀干部要继续成长并成为栋

梁之材，组织部门的后续监督同样须臾不可或缺，组
织的培养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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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ｕｐ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ａｌ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 ｅｘ⁃
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ｏ ＂ ｒｕｓｔ ＂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ｐａｒｔ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ｌａｗ；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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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与启示：优秀县委书记成长规律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