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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局思维选好用好现代化建设生力军 

张长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

任的栋梁之才。全省组织部长会议对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作出明确部署，要求蹄疾步稳向前

推进。靖江市委将全面贯彻落实上级要求，遵循年轻干部成长规律，放眼事业需要、放眼德才兼备、放眼源头培养，

全力营造让更多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政治生态，为靖江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活力。 

树立战略眼光，抓好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一项战略性工程，考验“一把手”的胸襟、气魄和担当。必须以发展眼光谋篇布局，以全局思维立柱架

梁，下好规划引领先手棋，打造事业发展的长久之基。 

谋局要深，以全局站位兼顾近与远的关系。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谋在未来、落在当下，以顶层设计指导层层落实、推动行

棋落子，切实解好燃眉之急和长远之需。统筹近期计划和远期规划，既要把握时间上的节点节奏，对标“十四五”规划，抓好省

“555”工程的细化落实，推动年轻干部培养与事业发展需要相匹配、与领导班子建设相衔接；也要注重发展上的整体考虑，结

合 2035年远景目标，着眼今后 10—1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长远需求，以大轴线、大视野绘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路线图，确保各阶

段、各条线鲜活血液的充沛输入。 

布局要活，以全盘意识耦合供与需的关系。当前，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多重国家战略在靖江叠加，急需一批熟悉经

济金融、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城乡建设等领域的专业型干部。我们要算清“三笔账”，即“需要多少、配了多少、还缺多少”，

既要按图索骥、按需储备，分类别、分行业、分领域建立年轻干部信息库，提高干部供需的匹配度；也要适度超前、适时复盘，

综合考虑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经历结构，进行周期性、梯次化、动态式更新，打造优质年轻干部队伍。 

破局要准，以全域视野统筹量与质的关系。聚焦年轻干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结构不优等问题，坚持五湖四海，广开进贤

之路，既要盘活存量、寻求增长量，探索打破编制、身份壁垒，面向基层、国企等“选上来”，面向高校、院所等“引进来”，

不断做大“基本盘”；也要注重质量、提升含金量，积极跳出部门、条块的界限，千方百计吸纳专家型干部，更大力度培养成熟

型干部，持续做优“基本面”，确保年轻干部队伍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运用精准思维，锻铸干事创业的青锐尖兵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不能大水漫灌，更不能任其自然生长。必须精耕细作、精雕细琢、精心呵护，打好培

优育强组合拳，练就能扛事、敢干事、善成事的硬脊梁和铁肩膀。 

思想铸魂“紧扣子”。年轻干部处在拔节孕穗的关键期，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政治标准作为首关、政治教育列为首课，

才能立得正、站得稳、走得远。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把党的新思想新理论作为必修课、常修课，组织年轻干部全面系统学、及

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用党性锻炼凝心聚魂，开展“青春向党”

传承活动，以靖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为生动课堂，在投身靖江发展中汲取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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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搭梯子”。年轻干部不缺学历缺经历，不缺理论素养缺专业能力，必须加强专业训练、实践锻炼，在火热一线琢

璞成玉、淬火成钢。突出基层淬苗，推行“见习镇长”制度，实施“青锐·扬帆”培养计划，有计划、有方向地让年轻干部到基

层当一当“热锅蚂蚁”、接一接“烫手山芋”，在摸爬滚打中提升群众工作和基层治理能力。突出专业淬炼，组织数字经济、乡

村振兴、城市治理等专题培训，统筹专业岗位资源，开展跨部门竞岗交流，在专班专岗中提升能力素养和实操本领。突出攻坚淬

火，选派年轻干部到疫情防控、项目突破、老城更新等攻坚一线压担历练，在真刀真枪中提升应急处突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 

鼓励激励“壮胆子”。年轻干部有锐气、有激情、有干劲，必须充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点燃事业发展源

动力。把使用作为最好激励，坚持人用其长、刀用其锋，既打破隐形台阶，对具备条件的成熟型年轻干部，大胆放到党政正职等

关键岗位进行完整任职周期历练；也设置必要台阶，对阅历相对单一的潜力型年轻干部，针对性安排多岗位、多领域、多层次培

养，在小步快跑中成长。把帮扶作为最好关爱，坚持青蓝相继、薪火相传，帮能力提升、帮工作创优，扶上马、送一程。把宽容

作为最好保护，坚持热情关心、真情爱护，旗帜鲜明鼓励创新、允许试错，保护年轻干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真正让敢

闯敢干的干部能放手去干，让勇毅前行的干部无后顾之忧。 

强化系统观念，营造成长成才的最优环境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关系干部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内外畅通，构建齐抓共管大

格局，形成优秀年轻干部竞相涌现的生动局面。 

建立年轻干部持续发现机制。各级党组织要落实主体责任，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联合开展举贤荐能，联动建立成长档案，形成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的工作合力。既注重在正职、副职、中层、新招录干部等

各个层次中挖掘，又注重在紧缺急需的重点领域中挖掘，推动年轻干部苗子种类更齐全、结构更优化。将“内部推”与“外部

推”、“平时推”与“集中推”相结合，通过面上谈话荐优、深入调研问优、个别访谈察优、反复比选寻优、综合研判择优、个

人自荐谈优等方式，持续畅通推优渠道，让优秀年轻干部不断脱颖而出。 

优化年轻干部知事识人机制。把握年轻干部使用“黄金期”，重在知事识人、以事择人。依事观心力，坚持近距离、常态化

接触，从重大事件中看斗争精神，从急难险重任务中看担当意识，从乡语口碑中看民生情怀，从人生抉择中看价值追求，考准考

实年轻干部的精气神。依事比能力，坚持“赛场选马”，让领域相近、类型相似、层次相当的年轻干部“同台比拼”，围绕思路、

方法、贡献、成效，让更多“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年轻干部崭露头角。依事看潜力，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立体化识别性格、

气质、禀赋等关键特征，建立“事、人、岗”三维坐标，对“重要的事、优秀的人、匹配的岗”进行关联分析，找准培养路径，

推动用当其时、人尽其才。 

完善年轻干部从严管理机制。优秀年轻干部不仅是教育培养出来的，更是管理监督出来的。严明纪律规矩，健全完善管思想、

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各项制度，定期分析年轻干部队伍情况，将廉政教育贯穿于成长全周期、履职各方面。严格常态监督，

突出抓早抓小，用好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方式，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贯通起来、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统一起

来，实行关爱式谈心、鼓励式提醒、鞭策式诫勉，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严肃动态调整，坚持跟踪管理，对政治上不

过硬、工作上不担当、能力上不适应、作风上不务实的，及时调整出库，做到能进能退、优进绌退，确保干部队伍的源头活水始

终是一泓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