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通稿稿末末段段的的三三个个人人
2014年10月，一场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下帷幕。在这场带来崭新党风政风的活动中，，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多次现身。在大批见诸报端、电视的新闻稿中，老百姓惊讶于干部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刺刀见红”，却常常会会忽略新闻通稿末段的三个人。
王沪宁、赵乐际、栗战书，一位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总总书记的行程中，他们常被

“王沪宁、赵乐际、栗战书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的形式提及。
他们在新闻稿件中很“低调”，但在各自的领域，都发挥着中流砥柱般的作用。

3月17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
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3月18日，习近平听取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
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左至右分别是：赵乐际、习近平、王沪宁、栗战书)

第一智囊王沪宁

重组于1989年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被看做
中共中央最为重要的智囊团。“党的建设、思想
理论研究”等是其主要职责，也正是王沪宁的强
项。

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政治学研究生。进
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王沪宁曾是复旦大
学青年教授、博士生导师。值得一提的是，他也
曾经是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

在政治学领域，王沪宁著述颇丰。1987年5

月出版的《比较政治分析》，是中国内地第一本
从宏观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政治学专
著，也是王沪宁最
具代表性的作品。
该书从政治形式、
过程、决策等10个
领域入手，用比较
政 治 学 的 学术方
法，古今中外、纵横
比 较 各 种 政 治 现
象。

改 革 开 放 之
初，中国共产党特
别需要一套完整、
有见地的政治学理
论作参考。在这一
背景下，王沪宁显
露 出 的 政 治 学 才
华，被党和国家的
一些领导人看中。

上海《现代领导》杂志在2010年第8期曾引
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在入京之前，王沪宁就得
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的赏识。彼时，吴
邦国曾想请他做政治顾问。吴邦国进入中央
后，对王沪宁仍念念不忘，多次在江泽民面前
提起。后来，江泽民为此还跟王沪宁开玩笑说，

“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
喽。”

1995年后，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出
任政治组组长。

调入北京后，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负责在报告中
阐述“十二大关系”，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等十二个方面的关系。

三年后，王沪宁出任研究室副主任，并开
始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江泽民
出访。在这之后，他又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
供了智力支持。

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王沪宁
由副转正，参与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起草工
作。

也是因为在党的重大决策理论方面所做的
贡献，王沪宁逐渐被称为中南海“第一智囊”，并
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自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王沪
宁依然是总书记的出行保留随员，视察行程覆
盖了京、粤、冀、鲁等众多省市。即使是习近平出
访国外，王沪宁的名字也常出现在陪同人员的
第一位。

对此，有香港媒体援引北京某外交界人士
的话说，习近平履新以来的外交蓝图，王沪宁也
参与其中。

监督员栗战书

2012年9月1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栗
战书同志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是自1985年从河北正定县奔赴厦门的习近
平，与在河北留任的栗战书，在分开27年后，仕途
再度发生交集。

栗战书接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为党中
央、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党组织服务
的办事机关，主抓中央重要工作部署的督促落
实，以及文秘、机要等多项工作。

而这些工作，也是习近平熟悉并重视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国务院

办公厅、军委办公厅
工作过一段时间，对
办公厅工作比较熟
悉，也有感情。”2014

年5月8日，习近平在
到中央办公厅视察
时的讲话中说，中办
是党中央的综合办
事机构，为党中央服
务最直接，联系各方
面最广泛，保障党中
央的工作最关键，在
党政军群各机构运
转中最核心，居于承
上启下、协调左右的
中枢位置，在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中具有
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栗战书履新以来，除频频陪同习近平出访之
外，解读、学习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和讲话
精神，是栗战书常要进行的工作。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出台后，2014年11月
10日，栗战书在《人民日报》刊文，解读《决定》的现
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如果说解读和学习，是为了让全党在思想
上和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中办
的“督促检查”工作，就是要把这一切落实到行
动上。

十八大以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会
同有关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8个组，分赴东、
中、西部16个省（区、市），深入92个县（区、旗）、220

多个村（社区），召开150多个座谈会，并走访干部
群众直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2014年11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情况督查动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办
公厅再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派出8个督查组赴16

个省（区、市），对近一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委办公厅系统为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前的批示中，习近平表示。

补缺者赵乐际

他曾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如今已是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名字叫赵乐际。

自十八大以来，至2014年10月底，王岐山领
导的中纪委已打倒了55个“大老虎”。这些贪官
落马之时，大多还在职。

而赵乐际任职的中组部，“考察、配备和调
整省级领导机构”，“挑选和提拔党的干部”，正
是其主要工作。

民间有言，“岐山书记一发力，就要忙坏赵
乐际。”这虽是茶余饭后的玩笑话，却道出了中
组部在此境况下的重任，以及百姓对中组部选
贤任能的期待。

贪官落马后的
空缺由什么样的
人来补？

2014年1月新
修订的《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对“好干
部”的标准予以明
确：“信念坚定、为
民 服 务 、勤 政 务
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

十八届三中
全会后，赵乐际在
2013年11月13日中
组部召开的会议
上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选拔任
用、教育培训、管理监督等制度，构建有效管
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着力培养选拔
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2014年，以中组部为旗舰的组工系统，又在
制度上明确了“引咎辞职官员两年不得升任”、

“破格提拔干部必须从严掌握”、“跑官拉票官
员不得列入考察对象”和“用人失察追责党委
主要领导”等种种细节。

中组部的补缺工作陆续展开。公开资料显
示，截至2014年8月底，落马的45位省部级官员
中，至少有20人的职位已被填补。

从彼时接任的干部来看，有的是空降，如
填补海南省副省长空缺的原国务院办公厅秘
书三局局长陆俊华；有的是同省或同系统调
任，如调任南京市市长的原江苏省副省长缪
瑞林，以及升任国资委主任的原国资委副主任
张毅。

在接任者中，以“60后”居多。他们年富力
强、具有高学历，多数都从基层做起，没有裸
官。接任万庆良的天津市原副市长任学锋，是
管理学博士，外语流利不用翻译，并呈现出学、
商、仕综合型官员的特征。

陆续落实的干部调整过程中，可以看出十
八大后中央关于干部任用思路的调整。“裸官”
不再被提名为党政主要领导人选，民主推荐从

“重要依据”变成“重要参考”，“破格”从严、“公
选降温”。

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开展，赵乐际的组织
重任也依然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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