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公开的资料，一批“70 后”的厅局级干部崭露头角，走上地方党政领导的

岗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0 位“70 后”担任了地市级党政主要领

导职务。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未来的干部无论知识素质还是

专业素质都会越来越高，尽管“70 后”厅局级干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预计未来 10 年内他们将会成为主力军，乃至领跑者。

成长于改革年代

开拓创新意识强

分析认为，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勇于开拓创新，是“70 后”厅局级干

部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年富力强，接受

新知识快；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具有

国际眼光， 管理能力和决策力越来越

高。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体制深

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这正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亲历了一

个变革、发展的时期。他们亲历了布票、

粮票从广泛使用到退出历史舞台，亲历

了计算机、手机从稀有之物变成必备工

具，也亲历了每月工资从几十元到几千

元的变化过程，需要充分重视这样的成

长经历对他们个性形成的影响。 ”谈宜

彦说。

这样的成长经历将带来什么？刘俊

生认为，“70 后” 厅局级干部大多是在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参加工作的，在 20

岁到 40 岁之间， 他们经历了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进程， 一路走来，

不论是国企改革，还是社会管理领域内

的各项改革，他们不仅耳闻目睹，更多

人甚至是亲身参与者，这使得他们一定

会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建设，开拓创新一心一意谋发展。

于是，人们看到，“70 后”厅局级干

部就任，普遍提出要重视发展和壮大地

方经济，并且非常重视创新和环保的思

路和做法。比如湖北省孝感市市长滕刚

在当选感言中提出，要为把孝感建设成

为“经济实力强、城市品位高、生态环境

优、区域影响力大、人民幸福指数高”的

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而不懈努力；新

疆阿勒泰地委书记刘剑提出，坚持“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用绿色发

展理念拓宽这个素来以矿产资源为优

势的城市的发展思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

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毫无疑

问，“70 后” 厅局级干部是改革开放的

坚定拥护者，将自始至终秉承改革开放

的意识， 他们从思想上愿意了解世界，

不会拘泥守成，也不会过多纠结于意识

形态的争执，这是时代打在他们身上的

印记，这一特征也终将以他们更为开放

的施政方式回馈于这个时代。

全国超 20 位“70 后”担任地市级党政主要领导

“7 0 后”厅官政坛初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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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大落者少

基层经验需加强

“他们仍然需要更多地经风雨、见

世面，他们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尖锐矛盾

还不算多，还需要进一步接受历练。”前

辈人士这样的评价， 其中蕴含疑虑，当

然更多的是期许。

“70 后”厅局级干部，是他们这个

年龄段人群中的佼佼者，组织部门在选

拔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基层工作经历

的重要性，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有着较为

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而这些基层工作

的经验，也正是他们获得提拔的重要优

势之一。

“总的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是没有

经过太多的磨难， 很少经历过大起大

落，另外，他们在基层的锻炼相对较少，

一些人走出校门就进了机关门，经历过

农村最为艰苦的磨练者少，对社会底层

的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些问题将

会是他们未来发展的短板所在。 ”汪玉

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70 后’ 将越

来越多地成为厅局级的主力，其中意志

坚定的优秀者还有可能进一步走上更

高的岗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未来政局

的走向。对于他们，更需要严格要求，加

强锻炼和教育，使之能经得起权力和地

位的考验、增强群众观念，从而使他们

的施政能力在实践中淬火提质。 ”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9 月 8 日，拥有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曾

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的滕

刚，当选为湖北省孝感市市长，他的出生年份

是 1970年 6月。

根据公开的资料，和滕刚一样，一批“70

后”的厅局级干部崭露头角，走上地方党政领

导的岗位。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超

过 20 位“70 后”担任了地市级党政主要领导

职务。

年纪轻、起步早，这是记者就“70 后”厅

局级干部状况采访多位业内人士时， 他们的

共识。

分析显示， 从人生履历来看，“70 后”厅

局级干部中， 部分人是从共青团干部成长为

地方党政领导的。 从团的工作转向各地党政

领导的位置，是不少“70 后”干部的成长路

径。

比如生于 1970 年的新疆阿勒泰地委书

记刘剑，曾在 2002 年至 2009 年间，在共青团

北京市委任职， 经历了负责北京奥运会志愿

者工作等重大任务的磨炼。平时，这位山东籍

“70 后”地委书记的裤兜里，总塞着一小布袋

的奶疙瘩，当地人都说，这么呛的奶疙瘩都吃

得下，看来他适应得很快。

另外一些“70 后”干部，如今已经成为地

方行政的一把手： 原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

孙爱军，现担任菏泽市市长；原共青团湖南省

委书记李晖，现担任怀化市市长；原共青团北

京市委书记王少峰， 现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

长；原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刘道刚，现担任天

津市河东区区长； 原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李跃旗，现担任上海市金山区区长；原共青团

广东省委书记陈东， 现担任广东省揭阳市市

长；原共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柳鹏，现担任甘

肃省嘉峪关市市长； 原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

记高宏彬，现担任本溪市市长……

“‘70 后’厅官的成长轨迹，与‘60 后’省

部级干部成长的轨迹有相类似的特点， 比如

较常见的晋升路径中， 包括了从共青团工作

后转入党政机关等。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说。

“不少‘70 后’厅局级干部起步于上级机

关，是在上级机关发现后提拔、平调到下级机

关任职后被一步步地提拔起来的， 有的还有

在共青团系统任过职的经历，这种选拔、重用

青年干部的途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应该

看到，这些人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有知识、

勤奋、稳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个人道德素

养较好等， 在理解贯彻上级机关的方针政策

上较为精确、积极，但同时也需要不断丰富其

基层经历。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

美东分析说。

步入政坛较早 团干经历者多

受教育程度高 专业素质较强

受教育程度高是这批“70 后”厅局级干

部的显著特点。

分析发现，“70后”的厅局级干部多数出

生于 1970 年到 1975 年间，大多经历过比较

系统完整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掌握了扎实

的专业知识， 有的还有出国学习和培训经

历。

这批人中，不少人出身名校，有些人还

拥有博士学位。比如贵州黔东南州代理州长

廖飞，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气技术专

业。 江西省新余市市长刘捷，从中国地质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源产业经济专业毕业，有

博士学位。

虽然年轻，并且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

花费了数年时间，这批“70后”厅局级干部同

时还具备了在专业技术领域的丰富实践经

验，因此脱颖而出。 比如广西南宁市市长周

红波，199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农

业昆虫专业。 此后 10年时间，他一直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植保总站工作， 直到 2002 年 9

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副主

任。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原常务副

校长谈宜彦曾主持过一项调研， 通过座谈、

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对 100 多名“70

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专题调查。 他告诉

记者，这批人是教育和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

者。 实践证明，“70后”领导干部既有一定的

知识、能力和经验积累，又有更大的发展潜

力和空间。他们往往能够综合考虑传统与现

代、理论与实践、做人与做事的问题，能够理

解社会不同年龄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利益诉

求，在推动科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