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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化生存”：领导干部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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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有一种“拐杖化生存”的现象，即不管是日常杂务、来客接待，还是讲稿起草、工作统筹

等等，全由秘书代劳，过分依赖秘书，久而久之，秘书成了这些领导干部的“拐杖”。一旦“拐杖”不在，他们往往稿不

会写、事不会做。这种现象在一些官不大、架子不小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地方，有

的领导不仅违反规定配备专职文字秘书，还配备生活秘书。吃、穿、住、行有秘书服侍，讲话、发言、谋事有秘书“捉

刀”，领导既不用动脑，也不用动手。而且，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有人形容秘

书工作就是守机子(电话)，提包子(文件包)，端杯子(茶杯)，开门子(车门)。在雨天能够拿两个包、两个水杯，还能给领导打

着伞拉开车门，这是一个称职的老秘书的“基本功”。 

  秘书，是领导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对提高领导效率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对过去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

出来的干部，更是如此。但现在在一些党政机关中，却出现领导过分依赖秘书的不良势头，使一些领导干部处于“拐杖化

生存”的状态。一些领导干部将本职本分的事情统统推到秘书身上，由其包办，此为一也。其二，某些领导干部把配备专

职秘书作为一种特殊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当成一种“领导福利”和“官场待遇”。这种“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意识使

他们身陷拐杖化生存而飘飘然。其三，很多公职人员愿意做领导的秘书，以做领导秘书为荣。愿意做秘书的深层原因在于

秘书能够接近领导的权力圈，从而能够为以后的官场升迁铺路。 

  这种领导干部处于拐杖化生存状况的现象，其弊无穷。其一，弱化领导干部的亲民意识，退化亲力亲为的能力。一些

干部大小事务一切由秘书代劳，长此以往，只能使他们不了解下情，养成一种不深入群众，有事找秘书的惰性。有的领导

对秘书写的发言稿改都不改，直接把它拿到会议上照本宣科，讲空话大话，根本谈不上切中实际问题的要害。曾听过这样

一则笑话，说一个领导干部念秘书写的讲稿，连“接下页”都念出来了。其二，造成一个庞大的秘书群体，挤占大量宝贵

的公共资源，增加财政负担，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其三，领导干部的拐杖化生存还会造成领导与秘书的倒挂。1981

年10月7日，胡耀邦对团干部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

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这种领导与秘书的错位是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造成的典型弊病。难怪有人说，你别看有些领导干

部在台上讲得振振有词、激情满怀，其实都是秘书的功劳，他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在这里，秘书水平的高低决定领导

干部水平的高低。其四，更可怕的是，作为领导拐杖的秘书如果缺少制度约束，趁领导重用之机为所欲为，玩弄权术，就

会成为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权力家丁。由于长期工作、生活在领导身边，在领导的庇护下，他们往往有一种本能的优越感

和特殊感，有的就会打着领导的招牌以权谋私。近年来时有发生的秘书腐化堕落案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治理拐杖化生存之弊，釜底抽薪之举是严格控制秘书数量，市县取消领导专职秘书。没有了专职秘书，就没有了拐

杖，领导干部的拐杖化生存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有人大代表提出，应该控制党政机关的专职秘书数量，大幅减少和控制各

类办公室人员。甚至有人建议，取消领导的行政秘书，将行政工作交由党委、政府办公室集体负责，由办公部门负责人牵

头负责，同时为领导干部设置一位或者多位参谋秘书，供政策咨询用。这些顾问性的秘书可以从党委政府政策研究机构中

选择，也可以从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中选，这些参谋秘书不参与领导干部的日常应酬，不介入领导干部的隐私生活。这不

失为一种好建议，既会避免很多是非，也会促进领导决策的科学性、民主化；既可以精简人员，减少政府开支，又对解决

领导的拐杖化生存问题大有裨益。 

  领导干部躬身行之、亲力亲为，是从根本上改变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问题的治本之策。毛泽东曾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亲自写汇报材料，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他说，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



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这是在搞“秘书专政”。领导干部，扔掉秘书这根“拐棍”，躬身亲为，有利于领导干部独立

思考和调研，直面原生态的社情民意！因此，惟有领导丢掉秘书这根“拐杖”，才能折断“拐杖官员”头脑中残存的特权

享乐主义拐杖，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表现出的拐杖化生存问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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