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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改伟：谨防少数干部“带病提拔”！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  时间：2021-02-09

从2021年开始，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近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

监察委员会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提出“十个严禁”的换届要

求。

此外，人民论坛注意到，《通知》中指出严格换届人选推荐提名工作监督，坚决防止“带病提名”。一

直以来，防止“带病提拔”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难题之一。如何有效识别少数“带病”干部？如何防止

少数干部“带病提拔”？

 

少数干部“带病提拔”的根源 

▲ 识人难，识别干部更难 

尽管每个党员入党时都经过了严格的程序、进行庄严的宣誓，可以最大程度上规避和筛除少数不良分

子，加上党的各项监督考核以及惩处机制，能够大力净化党的肌体。但是一些陈旧的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及

庸俗的社会关系，还时刻在影响着每一位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

影响，决定了我们防止少数干部“带病提拔”与反腐败一样，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

▲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有待完善 

一是制度之间配套性不够，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够。如破除干部选拔中的“四唯”问题，增加了党组

织在干部选拔中的权限，但是少数地方出现了干部选拔任用被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掌控的局面。少数地方、部

门党组织的权力异化为个人的权力，这给少数领导干部搞个人圈子提供了机会。

二是对少数干部的考评失真。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加大了对各级干部的考评力度。但是有的地方还

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于不同岗位干部的考核体系，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考察结果千人一面的现象没有

得到根本改善。考察的手段不够丰富，往往是个人填表、述职、群众进行民主测评，群众参与度低、考察范

围小的问题一直存在。

三是有效监督不够。干部选拔的酝酿、提名、决策等环节，往往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监督主体发挥作

用有限。对干部的日常监督流于形式，重提拔任用轻经常性监督的现象依然存在，群众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

充分地发挥。

四是追责不力。早在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中，就

对造成干部“带病提拔”各方面的工作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2019年5月，印发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

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对于造成干部“带病提拔”的行为也有了明确的规定，但

是从发现的对造成干部“带病提拔”的官员的处理结果来看，还鲜有对选拔任用时负有相关责任的党组织和

领导干部进行追责的。

▲ 相关制度执行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首先是政治素质。少数制度执行者尤其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不高，把为党和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机会变

成个人拉帮结派、立山头、搞小圈子的机会，选哪些人、不选哪些人、提拔哪些人、不提拔哪些人，完全根

据个人喜好和个人利益来决定。其次是业务素质不高，机械地执行各项程序，不会主动发现问题、纠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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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问题。当老好人，喜欢成人之美，即使发现有干部“带病”，也置若罔闻，或用各种借口，为对方

推脱。最后是少数领导干部责任心不强，不敢直言担责。对本单位要提拔的干部，明知有问题，但可能是

为了尽快把此人调离本单位，在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时，不如实反映问题，还可能往往赞美有加。而负责考察

了解情况的干部，也不能分辨或者及时发现问题，可能也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置可否，最终造

成对少数干部的考察失真。

▲ “带病提拔”干部的个人问题 

有的“带病提拔”干部，自身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属于有才无德的人，被少数领导干部往往以重人才、

用其所长为借口提拔重用，并且还自称是发现人才的“伯乐”；有的“带病提拔”干部往往善于拉关系、走

后门，人脉广是这类干部的特点；少数干部喜欢对领导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喜欢唱高调、表决心，拍胸

脯，在领导面前极尽表演之能事，用虚假的政绩来迷惑领导，致使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对其观察失真；还有的

“带病提拔”干部善于用各种手段包装自己，宣传自己，力图使自己进入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视野，但是往

往在背后搞专权、搞腐败、谋求个人利益。总之，“带病提拔”干部无论多么善于伪装和钻营，其本质多

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牺牲党和国家的利益，不惜损害人民的利益。 

 

“带病提拔”有何危害？ 

少数干部“带病提拔”现象对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选人用人制度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和考验。在

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能够正确识别、选拔出大批的优秀干部，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处于不败之地的领

导和组织保障。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化和人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深刻地影响到了

党内，各级干部面临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利益诱惑也越来越多。这些对于我们党正确识别干部、选拔使用

优秀的干部必然造成一定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制度建设的步伐加快，党内生活制度化、法

治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在干部治理方面，我们党更是不遗余力地及时把有益的经验制度化、法治化，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干部队伍的面貌，干部讲政治、守规矩的意识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

下，少数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防止少数干部“带病提拔”的制度出现“空转”、虚

置。这给我们党的选人用人的干部治理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少数干部“带病提拔”会造成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功能下降。组织路线要服务好政治路

线，关键就是选拔和使用那些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优秀干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到本

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十分艰巨，必然会遇到各种复杂的局面和进行各种艰巨的

斗争。这对我们高质量地贯彻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干部“带病提拔”的问题如

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影响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的完成。

少数干部“带病提拔”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造成干部队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干部选拔任用

领域风清气正、制度有效运行是党内政治生态健康的重要内容。少数干部“带病提拔”时有发生，少数不合

格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有的甚至出现“屡腐屡提”的现象，而一些对党忠诚、老实做人、埋头做事的同志，

由于不会“跑”、不会“要”、不会贪腐，可能得不到提拔和重用，造成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污

染了党内政治生态。因此，避免少数干部“带病提拔”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氛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 

扩大“四必”的范围，把“凡提四必”扩大为“凡动四必”。即不仅是提拔的干部，凡是调动、交

流、退休、离职的干部，任期结束的干部，都要做到档案“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必核”、纪检监察机

关意见“必听”以及反映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必查”。

扩大“四必”的范围，一方面，加强了干部的日常管理和监督，使防范少数干部“带病提拔”有了更扎

实的保证。尤其是对平级调动和退休、离职的干部，开展“四必”，必然会有助于震慑和提醒那些被提拔时

千方百计找对策的“有病”干部。另一方面，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上都不可抱有侥幸心理，应注重

加强自身日常的自我约束。“四必”范围的扩大，必然会使那些日常作风不良甚至贪污腐化的少数干部加强

自我管控，提高对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敬畏感。

科学设置干部的考评体系，避免只在表格上评价干部。科学的考评体系，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科

学设置考评方式，包括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任期考核、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调研等方式，把了解干部

的功夫下在平时。在诸多考核方式中，要加强日常考核的频度，拉近与考核对象的距离，包括通过面对面谈

话，与其周围干部群众谈话，来观察考评对象的政治秉性、业务水平、视野见地等，以此来加强考评的深

度，防止考评走过场、重形式。其二，科学设置考评的内容，实行分类考评，杜绝考评结果千人一面的情况

出现。对于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不同岗位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不同的考评指标体系，既要突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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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项要求的共性，更要突出各类干部的岗位特性。考评内容要突出对干部“德”的考察，在大事要事上看

干部“德”的表现，急难险重时刻看干部的担当精神，在群众谈话中看干部的口碑。

对造成干部“带病提拔”的，责任追究要切实到位。《办法》中对干部选拔任用中各方面的责任、对

干部选拔各环节的责任和监督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定。该《办法》是在以往制度的基础上，吸收了新时代做

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好的经验而制定的。严格落实该《办法》，使该《办法》在防治少数干部“带病提拔”

中真正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对责任的追究要落实到位。要结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把《办法》中规定的各项失职、失责的处理结果落到实处，把追究的责任具体化，问责、纪律处

分都要具有可操作性。

选拔任用干部工作要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原

则，是我们党的制度优势之所在。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坚持好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方面，在

酝酿提名阶段，党委要充分发挥民主，党委委员对于拟提名人选都要发表意见，意见不统一时，不能强行通

过。另一方面，在征求意见和公示期间，党委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不轻视任何关于反映被提拔干部的信

息，真正把群众口碑好、信得过、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提拔起来。

 

还有哪些倾向值得警惕？ 

一是少数负有主体责任的单位领导不敢大力提拔干部，尤其是不敢提拔中青年干部，怕承担责任，怕

动辄得咎。党的十八大以后，明确了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的主体责任，对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责任，这本来

是为了让这些责任主体更好地履行职责，为党和国家选出优秀的干部，但是，从实践来看，少数责任主体由

于怕选错人承担责任，而对干部选拔使用犹豫不决、甚至长期不作为，这不仅严重伤害了大批干部的工作积

极性，也造成有的地方干部队伍老化的倾向，实际上损害了我们党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不重视干部的政治前途，对要提拔的干部求全责备、吹毛求疵。一方面，对各种举报信息辨别力

不强。全面严格干部选拔纪律，少数干部在选拔任用过程中出现举报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给我们正确评价

干部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但是对于各种举报信息，党委、纪委要有辨别力，对于确凿的线索，要及时追

查，不能使“有病”的干部得到提拔，并要对其进行惩处。但是对于恶意举报的，诬告陷害的信息也要及

时澄清，不能使之影响干部的政治前途，并对诬告者要进行惩处。另一方面，对于干部本身，也不能求全责

备，当作完人来要求。只要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就要勇敢地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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