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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国英

村干部专职化趋势冷思考

近
两年 , 我国村庄一级的干

部出现了一种专职化的趋

势 , 有 关 地 方 的 做 法 是 招 聘 或 动 员

应 届 大 学 毕 业 生 到 村 庄 任 职 , 也 有

的 地 方 直 接 派 干 部 到 村 里 任 党 支 部

书 记 或 村 主 任 助 理 。 他 们 的 工 资 普

遍由财政发放。这个趋势的出现 , 一

方 面 是 因 为 各 地 的 财 政 情 况 有 所 好

转 , 有 能 力 扩 大 公 务 人 员 队 伍 , 另 一

方 面 则 是 地 方 政 府 为 了 加 强 农 村 第

一 线 工 作 , 更 好 地 开 展 新 农 村 建 设

工作。从实践看 , 这个做法也有了一

些好的效果。但是 , 村干部专职化不

宜一刀切。

认为农村缺乏人才, 必须通过

政府力量输入管理人才, 并不具有

绝对意义

在很多情况下 , 问题不是人才缺

乏 , 而 是 没 有 人 才 发 现 和 利 用 的 机

制。我总爱说 , 农村是有人才的 , 关键

是要有发现和利用他们的机制。更进

一 步 说 , 即 使 是 一 个 人 才 , 他 做 了 村

官也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俗话说 :

火车跑得快 , 全靠车头带。可是 , 如果

没有铁路 , 车头有什么用? 农村发展

的“铁路”要靠高层决策者来修筑。目

前 , 关 于 城 市 化 的 政 策 , 关 于 土 地 政

策 , 关 于 农 村 社 会 保 障 的 政 策 , 都 有

待大的调整 , 而这些变化不是由村官

来决定的。

村干部专职化也与当前其他

一些农村政策有所冲突

按照现行法律, 我国农村实行村

民自治制度 , 村委会领导必须是村庄

居民 , 并通过村民选举才能任干部。

对于村党支部书记 , 虽然没有党的文

件特别规定由村民担任 , 但中央办公

厅曾经在 2002 年下发文件 , 提倡村

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交叉任职。所

以 , 下派的村级专职干部不便做村民

委员会的领导 , 而他们若做党支部的

领导 , 也不便于在村委会交叉任职。

要解决这个问题 , 必须在村民中选拔

专 职 化 的 干 部 , 而 不 是 下 派 专 职 干

部。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 我国大量

村一级社区不免要走向衰落, 村官

作为一种职业, 也是要消亡的

将来 小 型 农 民 社 区 的 大 量 公 共

事务还是要到乡镇一级去办理 , 不必

再设立自治管理机构。一部分留下来

的村庄可以设立自治管理机构 , 但这

种 机 构 的 职 能 也 不 是“小 而 全 ”的 职

能 , 一部分公共事务也还是要集中到

乡镇政府。这是迟早的事情。有的地

方已经有了这种明显趋势。当农场规

模足够大以后 , 当农民合作社比较普

遍以后 , 当更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以

后 , 村官将不是一种“主业”。大量的

“村官”将由志愿者担当 , 他们的主业

将是农场主或农民合作社领袖。

如果为了解决就业问 题而下

派专职干部到村庄, 更不可取

大学生就业困难是因为城市的就

业机会还没有得到有效开掘, 就业体

制存在严重弊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

硕士生和博士生们给教授服务, 替代

了自己的就业机会; 在医院, 护士严重

紧缺, 却因为服务价格不合理和体制

缺陷, 使得医院不能大量雇佣护士, 而

依靠卖药来挣钱发展; 在工厂, 童工现

象和无酬加班现象司空见惯, 也消灭

了大量就业机会; 在高端部门, 退休人

员的兼职极为普遍, 也没有一种好的

制 度 使 得 他 们 把 工 作 岗 位 让 给 年 轻

人。遗憾的是, 有些人总习惯于把就业

看作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 看作是国

民经济总量的平衡问题, 不大懂得“权

利创造就业”和“体制创造就业”的道

理。

鉴于以上考虑, 我以为不要搞一

刀切式的村干部专职化。各方面形势

好的村庄, 应该利用好本村出身的干

部, 政府可以给他们发放一些工作补

贴。对于形势不好的村庄, 可以短期下

派一定量的干部。对于一些规模比较大

的中心村, 也可以下派专职干部, 但要

征得当地农民同意。( 作者为中国社科

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各方面形势好的村庄 , 应该利用好本村出身的干部, 政府可以给他们发放

一些工作补贴。对于形势不好的村庄, 可以短期下派一定量的干部。对于一些

规模比较大的中心村, 也可以下派专职干部, 但要征得当地农民同意。

责 编/艾 芸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