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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局级干部
培训

爱上历史课

▲4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局级干部“传统文化与人文修养”
培训班，学员们正在听课。

格相关链接

北京第一期传统文化与人文修养

专题研讨班课程表

第一讲《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 北师大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
第二讲《中国古代诗词中的家国情怀》 康震教授
第三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 刘魁立教授
第四讲《资治通鉴》与管理智慧 吴怀祺教授
第五讲《清王朝的最后10年》 郑师渠教授
第六讲《毛泽东文化品格与执政智慧》 杨世文教授
第七讲《康乾盛世新解》 纪连海北师大二附中特级教师
第八讲《孟子》与中国传统社会民本思想 李山教授
第九讲《中外文化背景下的五四新文学》 刘勇教授

这几年，官员培训在北京高
校骤然升温。由北京市委组织部
举办的今年首期“传统文化与人
文修养”培训班中，授课内容开
始以史学培训为主体，为期 5
天，在历次培训中，这还是首次，
也是今年 180 名参训局级干部
最终选择的结果。

在培训班，近半数讲师都会
谈到孔子和孟子，大屏幕上演示
的讲义，屡屡出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出
自《论语》的警句。

参加培训的官员们希望能
“以史为鉴”，提升能力。

4月 11日，北京首期“传统
文化与人文修养”培训班在北京
师范大学开课。北京 73 名局级
干部开始参加培训，在他们后面
还有 100 多名局级干部排队等
候该培训班二期开课。

“史学”菜单吸引百

官

走在北师大校园，没有人知
道他是正局级干部。在这 5天培
训时间里，短暂地恢复多年前的
学生身份，59 岁的伦朝平很喜
欢这种感觉：“我是学生。”

伦朝平现任北京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正局级干部。

在通往教室的道路两旁，立
着两个引路牌：“北京市第一期
传统文化与人文修养专题研讨
班”，校方没有特意彰显这是一
个局级干部培训班。

教室里，摆放了近 40 张一
米多长的课桌，两人一桌。每个
座位前，都立有一个写有官员名
字的牌子。

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
处处长戚书平介绍说，今年，共
有 180 多名局级干部报名参加
北师大“传统文化与人文修养”
培训班，局级干部高密度选史学
培训这是首次，参训官员数量也
创历史新高。

负责此次培训的北师大历
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没想到史学
“菜单”能获得 100 多名官员的
认可，“人数太多，为保证效果，
不得不分成两期，还有 100多人
排到了第二期”。

其中，在参加今年首期培训
班的73名局级干部中，有11人担
任党组书记副书记，8人担任党委
书记副书记，7人担任纪委书记。

实际上，自2009年，北京开
始探索利用高校优质资源开展
官员培训。截至目前，北京将官
员培训的讲台，从党校拓展到高
校，已推出了百余期培训。

作为自主选学项目，去年，
北京曾开办过“传统文化与人文
修养”培训班，去年授课内容集
中讲授国学国粹，而今年则以史
学为主；去年的讲师，会集王蒙、
于丹等大家和明星，而今年，清
一色是北师大教授。今年以史学
为主体，这还是第一次。

戚书平分析认为，对一些人
到中年的局级干部，需要的培训
内容不仅是技术业务层面，他们

更在意精神需求，更在乎方法
论。通过学史，可以从先贤那里
学习历史经验和教训，正好可以
满足这种需求。

去年，由北京市委组织部安
排首次在高校推出“传统文化与
人文修养”专题班，得到“上下一
致好评”。

基于之前官员们的好评，去
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委组织部
面向所有局级干部，调研今年的
自主选学培训需求，在“世界城
市与金融业”等 17 个专题中，
“传统文化与人文修养”点击率
遥遥领先，根据 180余名局级干
部的选择，最终胜出。

戚书平介绍，授课的“菜单”
是京城8所高校博弈的结果，也是
180余名局级干部的共同选择。

之前，组织部邀请北京8所
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参与
“传统文化与人文修养专题培
训”竞标，各高校分别开出了传
统文化授课“菜单”，唯独北师大
开出了“史学”菜单，被 180余名
局级干部选中。

追求历史和现实碰

撞的感觉

在今年局级干部史学培训
的 9场讲座中，每一场都有与现
实社会的结合点，切中时弊。贫
富差距、收入分配、医改……当
下社会热点问题，在培训期间，
从伦朝平的脑海中一一划过。伦
朝平说，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历史
和现实碰撞的感觉。

在这 5天里，北师大 7名教
授先后走上讲台，从孔孟的民本
思想，《资治通鉴》中蕴藏的管理
智慧，讲到“康乾盛世新解”和
“清王朝的最后 10年”。

近半数讲师在授课中都会谈
到孔子和孟子，大屏幕上演示的
讲义，屡屡出现“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出自
《论语》的句子。

4月 11日，北师大历史学院
院长杨共乐第一个开讲，他主讲的
题目是《历史学与执政创造力》，他
纵评孔子、诸葛亮以及各代帝王。

在对台下的局级干部开篇
寄语时，他讲道：“从一流政治家
身上，学管理，学判断力、决策
力、执行力，执政创造力体现在
各个细节之中，体现在在座各位
的言行之中。”

这一段话，伦朝平记录在笔
记本上，他觉得这正是他参加这
个培训班的主要理由。

杨世文教授从孔孟出发，结
合欧洲历史，谈到个人领导理
念。他对官员们建议说：“领导一
个单位，对待百姓，跟领导一个
家庭，完全相同。对待孩子，如果
‘强制’，那么孩子长大了，肯定反
过来打你；如果‘管理’，达成奖罚
分明的共识，那么孩子做什么，都
会跟你讲条件；只有‘领导’，为孩
子提供服务，才能和平共处”。这
是古代“爱民如子”的思想。

上完杨世文教授的课，一名
学员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向妻儿

道歉，说自己平时忽视了对家人
的服务。他的妻子很意外，没想到
这场培训，还能有这样的收获。
“不听套话，不听空话。”伦朝

平说，按培训流程，每堂课结束，参
加的官员要填写一张“课程质量
评估表”，给讲师打分。截至培训结
束，伦朝平也没打出一个低分。

历史对领导干部尤

其重要

按北京市委组织部要求，局
级干部须在 5年内，修满 550小
时。每期培训，课程未达到总学
习时间的 2/3，就不计学时。在
本次培训中，缺课超过半天，本
次培训即归零。
在学习期间，官员们很少外

出应酬。午餐时，官员们去指定
的校内餐厅就餐，没有人出去
“改善”伙食。

伦朝平说：“都太忙了。”午
饭后，每个人都要和单位通电
话，布置工作，下课后，又要马上
赶回原单位。
“别人上班，我们上课；别人

下班，我们上班”，组织部一位参
加培训的官员说，一连 5 天，每
天下课后，他都要回单位，忙到
晚上九十点钟回家。
在伦朝平看来，培训不是打

针吃药，不会立即见效，官员们
要的不是答案。他并不寄希望于
接受完培训，就能解决日常工作
中的难题，“重要的不是给出答
案，而是给出命题。”

伦朝平期待，通过此次培
训，能从历史事件中，从老师的
观点和启发中，进行深度思考，
行政能力由此能得以提升。

4月 15日，在结业仪式上，
伦朝平和其他学员共同表达了
最初选学历史的理由：“历史对
领导干部尤其重要，选择这样的
培训，就是要学会用历史方法，
历史辩证方法，研究现实问题。”
在仪式上，每名官员拿到一

份由北师大颁发的结业证书。培
训结束，没有结业考试，培训成
绩取决于学习心得。
按北京市委组织部规定，不

限题目，写一篇学习心得，要求
“真情实感，严禁长篇大论、空
论，1000 字左右”。伦朝平说，这
个要求大家都会认真对待。
结业后，北京市教委一位年

逾五旬的学员说，他回到原单位
还要变成“讲师”，拿他学的内容
再给几十名下属培训，等授课
时，他要问四个问题：“我是谁？
为了谁？依靠谁？利于谁？”在他
看来，“现在一些干部出现了一
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想不明
白，工作干不好”。
上完课，北师大历史学院院

长杨共乐说，传统文化、学历史
热说明，官员对此有需求，但传
统文化也有弱项，如何吸纳其中
的精华，剔除糟粕，对官员的判
断力是种考验，“干部的判断力
最重要，因为干部不是一个人，
而是(关系到)一批人”。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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