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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都分布在各行各业，各行业都有其工

作特点，我们只有对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情况有

所了解，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才能不说行

外话，才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价好干部、识

别好干部，也才能合理地使用好干部。比如，对

目前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PPP”
模式等新的概念，我们组工干部就要及时学习，

有所了解。只有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好地了

解掌握干部的工作情况和工作实绩，听得懂别人

对他的评价。组工干部要把广泛学习经济、法

律、工业、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作为一种自觉，

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为知事识人打下坚实

基础。

体会五：面对组织工作的严肃性，

要严守保密纪律

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干部人事工作，纪律

性和保密性很强，保密工作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有的组工干部会把了解干部调整动向作

为向亲戚朋友炫耀的资本，总觉得如果一问三不

知，自己会很没“面子”。其实，“面子问题”是

小事，如果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不注意保密，酿成

的后果是严重的，会给工作带来被动，个人甚至

还会因此“丢饭碗”。所以，做好保密工作也是保

护我们自己。

多年前，在一次干部调整中，州委领导和组

织部还在酝酿干部人事调整方案阶段，涉及拟调

整的一名干部就找到州委领导，反映听说这次岗

位调整涉及他，并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州委主要

领导很诧异，人事调整方案酝酿只是小范围的，

消息怎么这么快就泄露出去？于是责令组织部严

查。后经查实，是一名干部把消息泄露了出去。

事后，组织部门受到了严肃批评，泄露消息的组

工干部也被调离组织部门。所以，保密纪律是组

工干部铁的纪律，我们要让保密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职业素养。

体会六：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要

甘于吃苦、乐于奉献

社会上有人形容我们“不是在加班，就是在

去加班的路上”，家属也常问：“你们组织部真有

这么多事做吗？”

其实，在组织部工作过的同志，大概都有过

这样的经历和感受：遇到周末或节假日，有时甚

至是晚上十一二点钟，接到任务就又得回到办公

室；约好了和家人出去外面走走，或和朋友一起

聚聚餐，往往会因为我们不能按时到场而延期或

取消。尤其是遇到换届年，在领导班子届末考

核、干部推荐考察等中心工作中，组织部门往往

都是全体总动员。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白

天组织召开会议、开展个别谈话，晚上整理谈话

记录、统计测评情况、还要做好第二天的准备工

作，往往需要通宵达旦，连续作战。

工作中，组织部门的有些工作必须加班加

点才能完成。尤其在考察干部的时候，各项工

作环节不能简化和减少，核对干部“三龄两

历”不能马虎，撰写干部考察材料必须仔细认

真，这些都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完

成，很多时候都需要加班才能完成任务。组工

干部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舍得吃苦、乐于奉

献，除了工作需要，更要凭借对组织工作的热

爱和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心中有了这份热

爱与责任，才能不断激励着我们时刻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做好工作。

体会七：面对他人的职务提升，要

淡泊名利、甘为人梯

在组织部工作，考验的不仅是党性、品德、

能力、作风，更考验一个人的心态。中组部领导

曾要求，组工干部要思考，来组织部是为了什

么、到组织部是干什么、在组织部和人家比什

么。说到底就是要求组工干部要端正认识，保持

良好心态、淡泊个人名利。我身边就有这样两位

老同志，分别是李增辉和陈发，他们一直到退休

还是科级非领导职务。20多年来，科长换了一任

又一任，但他们还在从事同样的工作，从未向组

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一直安心本职、默默做事。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价值的实现不在于

职位的高低或收入的多少，而在于能否真正地热

爱并胜任组织上交给的工作。

自从选择了组织工作，也就意味着我们选

择了“甘为人梯”的道路。每一名组工干部的

成长经历都离不开组织的培育和关爱，组工干

部要对组织时刻保有感恩之心，并落实到工作

中，把心思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安心

本职、无怨无悔，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回报

组织、感恩组织，才能真正担负起选贤任能的

重要职责。
（作者系大理州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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