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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人物志

官往低处走？
——— 一位主动去做镇党委书记的“副县级”干部
本报记者 龚海 王进军

正在改变的“镇容”

博兴县兴福镇现在就像一
个大工地。

记者到时，镇中心矗立的大
屏幕下，卡车驶过，尘土飞扬，
街道两边被挖得沟沟壕壕。镇政
府办公楼正在翻新，里面乱成一
团，整个装修还得持续半个月左
右，而它已经十几年没有变样
了。

整个镇上，修路、产业园区
规划、征地、盖楼，所有的事情
齐头并进，如火如荼地展开。

而这一切构想和指令都来
自 4 个月前刚上任的镇党委书
记赵秀民，他停掉了此前所有在

建项目，重新做出规划。“形象
太差了”，他要“按县城的规模
来建兴福镇”。让镇容与“中国
厨具之都”的地位匹配。修路的
大限是10月15日，那天筹备已
久的国际厨具节在此开幕。

镇上官员热衷于讨论赵秀
民穿在脚上 4 个月都没换过的
黑布鞋，因为“赵书记很忙”，
“做人很低调，做事很高调”。

6月2日，博兴经济开发区
副主任赵秀民经过“公推直
选”，当选为兴福镇党委书记。

6 月 7 日，中组部部长李源
潮在批示中称赞他“是为干事业
而不是为当官做干部的”，“是
干部自愿‘能上能下’的典型”。
中组部随后还专就此事发文“不
图地位高低，只图事业有成”。

在镇政府大院，记者看到，
该文已被影印在一公示栏的显
眼位置。

而另一栏，则详细地公布着
镇上诸多企业 2009 年完成的
动辄几百万的纳税额。

兴福镇的官“不好干”

外界了解兴福镇甚至比知
道博兴县还多，这是令镇上人自
豪的事情。

县里的官员说兴福镇虽然
是个只有 3 . 5 万人口的小镇，
但作为“厨具之都”，四海扬名，
全国1/3的厨具产自这里，它是
博兴县经济发展最好的镇。而除
了厨具，这里的板材市场也声名
远播，年交易额达到280多亿，
理所当然地被山东省政府命名
为“中心镇”。

现任镇党委书记的赵秀民
曾完整地经历了兴福镇厨具产
业崛起的过程。从1991年开始，
他在那里工作了 10 年。

10 年里，他当过党委秘书、
经委主任、组织委员、副书记等
诸多职务，熟知兴福镇的情况，
为集体企业改制和发展出点子，
至今与那时成长起来的一帮民
营企业家私交甚好。

2001 年，时任兴福镇党委
副书记的赵秀民，被调到博兴县
北部的另一个中心镇陈户镇任
镇长。

10 年过去了，为何再次回
来？赵秀民说，因为兴福镇的发
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非转
型不可。

而博兴县委组织部一官员

认为，兴福镇在过去的 1 0 年
里，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期。

当地官员总结，这 1 0 年
里，本土发展起来的诸多企业为
了争夺市场，相互压价，产品质
量下降，竞争无序让兴福镇的厨
具声誉受损，整个产业利润率从
40% 降到了现在的 15% 左右。
镇上的产业规划失序，曾着力发
展的彩钢和明胶生产也因污染
问题频频被媒体曝光，负面新闻
不断。

而兴福镇上的一些人还记
得赵秀民。在兴福镇天虹电器董
事长纪友来印象里，赵秀民一去
陈户，陈户镇马上大变样，“政
府的行政大楼盖得好，装修得跟
宾馆一样气派”。

据说，在兴福镇党委书记公

开选拔之初，镇上的企业家曾结
伴去县里找赵秀民，一再表达希
望他能回去参加竞选的愿望。赵
秀民本人也并不否认这一点。

在兴福镇当官并不好干，因
为这里的企业家不乏市、县级人
大代表，具有分量很重的政治话
语权。县里一位官员分析说，一
旦他们不满兴福镇领导班子的
工作，就会一个电话打到市里甚
至省里。

实际上，兴福镇最近几届领
导班子里，几乎很少有人能从这
个经济龙头镇上捞到可观的政
治资本。他们很难在这里做出突
出的成绩，最后离开时，不少人
都是平调。

谁能让“兴福现象”二次出
现，博兴县组织部门也很关心。

自2009年兴福镇党委书记调离
后，该职位一直空缺，博兴县委
组织部为此精心组织全县范围
内的兴福镇党委书记“公推直
选”，谓之“推进基层民主”。有
官员直言不讳：“其实是组织部
也不知道该任命谁来当兴福镇
党委书记合适。”

“一把手”的空间更大

据博兴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副主任邵明磊回忆，博兴经济开
发区一直处在乡镇，只是有那么
一个机构，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
是解决了一批干部的编制问题。

2008 年，赵秀民调到经济
开发区当副主任后，他主持日常
事务。由于主任一直是兼职的，
赵秀民成了事实上的“一把
手”。他很快在开发区成立起 4
个局和 2 个办，他自己兼任开发
区所在地城东街道办事处的书
记，这就解决了以前开发区引进
项目却无法在开发区内落地的
尴尬，把整个体制给理顺了。

2009年，博兴经济开发区
在全省排名由 34位上升至31
位，虽然只升了3个名次，但邵
认为赵秀民已经为开发区做了
莫大贡献，“起码大框架已经出
来了。”

当记者问及如果能在经济
开发区主任和兴福镇党委书记
之间做出选择时，赵秀民说：
“我肯定还会选择兴福镇党委书
记。”

他说自己是一个想干事业
的人，他喜欢挑战。在经济开发
区一年多时间里，经他之手，开
发区的体制框架已基本成型，
之后的工作将会有条不紊地进
行下去，于是他觉得自己的使
命也完成了，需要转换到下一角
色。

对于为官，赵秀民坦言，副
职更讲求与领导之间的配合，
而如果是一把手，施展的空间
会更大，有了想法会更好地去
实践。

兴福镇党委书记一职吸引
了他，他说：“因为这是兴福
镇，如果是别的乡镇我也不会
去。”

他说自己对兴福镇是有深
厚感情的，兴福镇这些年发展带
来的诸多问题让人揪心。同时，
这也是巨大的挑战，不过他愿意
接受这个挑战，并自信能把兴福
镇的发展搞好。

被保留的职位

赵秀民在经济开发区的职
位还保留着，那是为了保证他副
县级的待遇，而副县级别帮助他
在镇党委书记的职位上，更方便
地处理着各种上下级关系。

不过，他的工作已经与开发
区无关，兴福镇的未来正按着他
在竞职演说中的构想一一展开，
他本人亦乐此不疲。

兴福镇，和10年前一样，没
有像样的酒店宾馆，也没有像样
的街道。但这很快都将成为过
去，新的兴福商业街已经投入了
三四百万，酒店项目也正在谈，
标准不会低于三星，镇上的各条
道路都在斥巨资翻修，力图一改
脏乱差的旧貌。

赵秀民重新规划了兴福镇
的产业布局，围绕着镇上的厨具
和板材两大产业，打造厨具、钢
铁、高科技三大工业园，所有工
业项目向园区集中，眼下三四千
亩土地征用也在紧张进行。

他还牵头成立了厨具协会，
把各大厨具企业的老板领到南
方考察行业协会的建设，使他们
放弃内耗，并几经斟酌把会长位
置留给了资历较老的鲁宝厨业
董事长。

他甚至大范围让民营企业
家去村里任村主任或支书，帮村
民致富，纪友来就被他从村主任
提为支书。

他并不担心这些企业家用
公权谋私利，赵秀民说：“我相
信他们。我的事业就是让兴福镇
更好地发展。”

博兴县委组织部———

“高官低就”不会大量出现
博兴县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明磊全程参与了这次

“公推直选”的方案设计和实施。
邵明磊说，在兴福镇的推选中，他们把报名条件放宽到

了副县级。因为“兴福镇近年发展不尽如人意，需要一个能
力强经验丰富的人来做书记”。
“5月下旬，组织部要求各镇的书记、镇长都要报名参

加，希望有更多重量级的人物过去，脱颖而出。”
始料不及的是，真的有副县级干部来参加正科级的镇

党委书记职位选举。而邵明磊本来认为：“副县级一般不会
去，这可能会阻碍下面的乡镇干部发展，而且他们会怕选不
上没面子，况且即使选上了，没有很强的驾驭能力，在兴福
镇也干不好。”

不过赵秀民报名参选，确实绝无仅有，仅此一个。此时
的赵秀民在博兴经济开发区任副主任，享受副县级待遇。
“什么都干过，做过党政一把手，能力很强，创新意识也

很强。”邵明磊这样评价赵秀民。
他还以为，赵秀民在兴福镇呆了10年，想再回去也是

情理之中，他“肯定也是顶着压力去的，肯定考虑过有没有
必要再去冒这个险”。

6月2日，经过多轮投票表决，20名兴福镇党委书记竞
职人员就剩下赵秀民与时任兴福镇镇长的张立山对决，两
人发表竞职演说，并公开辩论，随后91名参会党代表投票，
赵秀民以51票胜出。

在电话里，张立山不愿再谈这次选举，也不愿就“高官
低就”和记者交流看法。两个月前，他被调离兴福镇，去了毗
邻的店子镇做党委书记。

选举结束后，赵秀民的工作重心也自然转移到了兴福
镇，44岁的他又回到了自己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
“我们一直在努力使官员‘能上能下’，但还很难，‘高官

低就’肯定不会大量出现，这只是个特例。”邵明磊最后从组
织工作的角度点评了这次竞选。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
处流”——— 如果一个人，尤
其是一个官员，反其道而
行，那就会引起种种猜测
和揣度。

博兴县兴福镇现任镇
党委书记赵秀民就是“反
其道”人之一。今年6月2
日，赵秀民以博兴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身
份，经过“公推直选”当上
了兴福镇党委书记。“副县
级”竞争去干“正科级”的
活。

在博兴县，高官低就，
仅此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兴福
镇很富裕很有钱，但据说
这里的官并不好干，2009
年以来，该镇党委书记一
职曾一度空缺。而赵秀民
十年前曾在那里干到镇党
委副书记。十年后，他又回
来了。

已上任4个月的赵秀民信
心满满。本报记者 王进军 龚
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