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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交 流

理 论 实 践

以创新理论指导工作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10 月 22
日是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纪念日。85 年前，
党领导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
书写下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铸就了穿越时
空的巍峨丰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每
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站在“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踏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员干部要传承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奋斗的智慧和力
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以“风雨如磐不动摇”的理想信念定向领
航。革命理想高于天。邓小平同志“跟着走”
的凝练表达、带着半截皮带“去延安见毛主
席”的胜利憧憬、铁血师长陈树湘的断肠明志
……无数感人至深的事例反复证明：理想信
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有了崇
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激励和指引，党和红军才
能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胜利、找到
真理。让长征精神映照新长征路，就是要以
党的创新理论“扎根铸魂”，自觉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经过治国理
政实践检验的真理武装头脑，强读强记、常学
常新、善思善悟，领会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把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作为毕生追求，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做
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
志、不毁其节。

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风骨闯关夺
隘。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场场
都是硬仗；环境严酷恶劣、物资极度匮乏、敌军
围追堵截，处处皆为困局。面对生与死、血与
火的考验，革命先烈以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
血牺牲的斗争精神，染织成纵横二万五千里的

“红色飘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踏平坎坷成大道，历尽艰险再出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但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一马平川，促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
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每一项都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都需要党员干部弘扬不屈不挠、英勇斗争
的精神品格，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勇于担苦、
担难、担重、担险，在火热斗争的洗礼历练中增
见识、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不断增强识变
应变、破局开局、积势成势的能力，把自己锻造
成能扛事能成事的“劲草”“真金”，夺取一个个
攻坚克难、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新胜利。

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行稳致
远。红军打胜仗，人民群众倾力支持是重要
保障。正是因为党和红军为人民群众赴汤
蹈火、在所不惜，“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
下半条给老百姓”，才有于都三十万人民保
守一个“天大的秘密”，才有大渡河船工在湍
流中用生命摆渡红军，才有藏族同胞捐出青
稞、牦牛支援红军……可以说，红军长征史，
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每名党员干部要“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
这一面”，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常听百姓
言、常思群众苦、常谋富民策、常干利民事，
将难题问题解决在一线，把实事好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以群众受益赢得群众满意，守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人民交出经得起
检验的满意答卷。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璧山区委组织部）

以长征精神映照新时代
□ 蒋代跃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

礴走泥丸。”长征，是一首雄壮、豪

迈、大气磅礴的革命交响曲！1936

年 10 月 22 日，红一、二、四方面军

在甘肃会宁大会师，标志二万五千

里长征胜利结束，2021 年 10 月 22

日为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纪念日。

85 年前，一支为了正义，为了

解放穷苦大众的革命队伍在恶劣

的自然环境下艰难前进；在敌人的

围追堵截、狂轰滥炸中忘死拼搏。

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

夺取腊子口、翻越夹金山、跨越大

草地……这一件件刻骨铭心、催人

泪下的悲壮的英雄壮举，时时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工农红军们硬是

靠着自己的双腿，历时一年余，转

战十一个省，纵横两万五千里，最

终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85 年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繁

荣昌盛的幸福生活里，回顾历史，如

果没有先烈们的付出和牺牲，何来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时光匆

匆，展望未来。我们要继续发扬党

在长征中创造的“吃苦耐劳、勇往直

前”的长征精神，包括理想信念高于

天的忘我牺牲精神；敢于战胜一切

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主义

精神；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集体主

义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艰苦

奋斗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走

自己道路的求实创新精神。不论我

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

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

继续奋勇前进！

如今，85 年过去了，走好新的

长征路，我们必须砥砺忠于信仰、

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虽然当今

时代、条件在变化，但我们共产党

人 为 之 奋 斗 的 理 想 和 事 业 没 有

变。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

斗志，那种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

力，任何时候都需要葆守在心、恪

守以行。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坚定

不移，党的领导就更加坚强有力，

中华民族就必将一往无前。我们

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遗志，

接过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传下去，

弘扬长征精神，继续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

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的新长征路上，我们必须牢记宗

旨、植根人民，常怀为民之心、恪

尽为民之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顾全大局、团结一心，

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革命风范，锤

炼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政治品

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党必将永

葆生机活力。

（作者单位：中共黄平县委组织部）

赓续长征精神 传承革命风范
□ 潘江平

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
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长征中诞生的“三
敢”精神（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是
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成为鼓舞和激
励黔东南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三敢”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
回望历史，鉴往知来。1934 年 12 月 13 日，

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进入贵州黎平。14 日，右
路纵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直抵黎平外围的
五里桥敌阵前组织强攻，直捣黎平县城。当天
中午，左路纵队先头部队在黎平各界群众欢迎
的鞭炮声中相继进入黎平县城。15 日，左路纵
队主力和中央纵队分别从铺团一带陆续进入
黎平县城。红军进军路线的改变，完全打乱了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把他苦心布防的国民党中
央军和湘军的大部分兵力，远远甩在了湖南西
部地区。通道会议虽然决定了红军向贵州进
军，但是对于进入贵州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
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为了进一步明确前进
方向，纠正“左”倾错误，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召开
了“黎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秦邦宪）、
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洛甫）、朱德、王稼祥、
刘少奇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大家围
绕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中心议题，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博古等人不顾已变化的敌情和
红军自身的情况，仍坚持沿黔东去湘西的行军
路线，欲与敌硬拼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
会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
兵、并正在向黔东北集结的客观实际，建议改
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这两种意见针锋相
对，斗争异常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
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决站在
毛泽东一边，会议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
据地的决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
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
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
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
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决
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
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
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
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
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强调：

“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
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
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黎平会议讨论了战略方针，讨论了第五次
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博古、李德等人
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判。会后，中革军
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
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
队首长。12 月 19 日，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
决议作出了《中革军委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
事行动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
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
战略方针的先河。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
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
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
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脱离实际到实事求是
的转折点。这就是敢闯新路。

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议否定
了博古、李德错误的战略方针和军事路线，制
定了红军新的作战方针和措施，使红军争取了
主动，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避免了中国革
命再走弯路，减少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
时间。这就是敢于突破。

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
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
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
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
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
心具有重要作用。黎平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挥
戈西指，挺进黔北，横扫黔军，势如破竹，由被
动变为主动，使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
彻底破产。此时，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毛泽

东心情愉悦，写下了气势磅礴的《十六字令·三
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
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就是敢于胜利。

二、“三敢”精神在凯里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大学是需要办学精神的，它是一所大学建

设、改革、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凝聚师生团结一
心、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凯里学院 60 余年
的办学历程，凝结了“艰苦创业、勤俭办学、勇
于争先”的办学精神并引领着学校不断发展
壮大。

凯里学院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最高
学府，是黔东南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摇篮。凯
里学院源于 1958 年成立的黔东南大学。其后，
1959 年 8 月黔东南大学停办，保留其中的师范
专科更名为黔东南师范专科学校继续办学。
1961 年 8 月搬迁至凯里与凯里师范学校合校办
学，之后又经历“多校并入、几经更名、一址传
承”的复杂演进，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在该校
址举办贵阳师范学院凯里大专班，纳入当年全
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1978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
准恢复重建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1993
年更名为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0
年初，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毅然作出

“三校合并升本”的重大决定，即将黔东南民族
师专、黔东南教育学院、凯里民族师范学校合
并申报创办普通本科高校。即使“三校合并”，
在校园占地面积、校舍设施、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师资队伍和本科办学经验等方面都还存在
不足，这意味着“升本”之路不平坦。为此，州
委、州人民政府再次作出“举全州之力创办凯
里学院”的重要决策。在贵州省委、省人民政
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2006 年 2 月 14 日，教
育部批准组建本科层次的凯里学院。一路走
来，展示过辉煌，经历过曲折。辉煌在于这所
大学曾与延边大学、吉首大学一起作为全国民
族自治地区三所最早成立的大学之一，曲折的
是其由大学变为专科甚至中专，再到高等专科
学校，直至乘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才于 2006
年经教育部批准建立本科层次的凯里学院。
回望来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不管路有多难、
路有多远，都有一种精神在维系着师生同心同
向，有一种力量在引领着师生踏步前行，这就
是学校“艰苦创业、勤俭办学、勇于争先”的办
学精神。今天，它不仅成为全体凯院人的精神
财富，是学校“立德树人，自强奋进”的制胜法
宝，更是激励和鞭策凯院莘莘学子成长成才和
报效祖国的奋进力量。

凯里学院如今已建成真正的万人大学，被
老百姓誉为“生态学府，人才摇篮”，并入选贵
州省首批绿色大学，合力谱写了自治州高等教
育史上的新篇章。这是凯里学院“勇于争先”
的最直接的体现。

面对困难勇往直前这种精神，就是敢于挑
战、敢于冲锋、敢闯新路，就是“勇于争先”。它
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黎平会议“三敢”精
神在当代学校改革发展的再现，是“三敢”精神
的继承和发扬。

独特的凯里学院办学精神就是把高等教育
放在优先地位，坚持教育兴州、教育强州，坚信
民族教育事业必然兴旺的精神；就是为了民族
地区培养人才，不怕艰难险阻，敢于突破、敢于
创新的精神；就是坚持立足州情、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着眼未来、团结奋
进、同心同向的精神。办学精神，作为凯院人
教育情怀和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
深融入凯院人的血脉和灵魂，成为办好特色教
育的丰富给养，成为鼓舞和激励师生不断攻坚
克难、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三敢”精神的当代意义与现实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

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
者、畏难者。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
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
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三敢”精神诞生于 80
多年前，当年，凭借着“三敢”精神，英勇的红军
将士走出了失败的阴霾。那么对于当代的我
们来说主要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它的当代
意义与现实价值主要体现为：

1.“三敢”精神是黔东南人前行路上的“光

明灯塔”。2011 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栗战
书在参观黎平会议会址时强调，黎平会议精
神，是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
精神。这是“三敢”精神真正意义的明确。栗
战书指出，“长征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遵
义会议精神，也包括黎平会议精神，就是一个
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他还
说，“黔东南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有黎
平会议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新路、
敢于突破、敢于胜利，要知难而上、迎难而上、
克难而上，坚定发展的信心不动摇，坚定发展
的目标、战略不动摇”。10 年来，在“光明灯塔”
照耀下，黔东南人民谱写后发赶超、跨越发展
的精美华章。基础设施日新月异，交通道路四
通八达，生活水平节节高升，最为值得大书一
笔的是彻底撕掉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与
全国人民一道奔向了小康。

2.“三敢”精神是黔东南人干事创业的精
神支柱和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人无精神则
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作为地处祖国西南
的老少边穷地区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以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实、文化落后，人们久
居深山，长期以来都过着“出门过山岗，日落
归山林，煤油灯下饮，贫困乐逍遥”的生活。

“三敢精神”的提出，让人们重拾信心，各行各
业苦干实干加油干，干事创业的热情得到充
分激发。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幸 福 是 奋 斗 出 来
的。”回望历史，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
新、自强不息，中国人民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辛勤汗水和刻苦耐劳，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
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
苦干实干拼命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深
知也更加深信：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
想发展就要靠自己苦干实干拼命干，要幸福就
要奋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
出来的”。我们黔东南要发展、黔东南人要幸
福，就要奋斗，黔东南要与贵州同步，与全国同
步，唯有四个字就是自强不息，而“三敢”精神
就是黔东南人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

试想，80 多年前，中央红军在极度困难的
前提下行进贵州黎平，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
的情况下，还能淡定自如召开 3 天的会议来寻
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气质，我们不得不
服。拥有“三敢”精神是黔东南人民之福，就是
黔东南世世代代人永远的动力源泉。

3.“三敢”精神是黔东南人战胜困难的制胜
法宝。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常常听到

“办法总比困难多”的话语。近年来，对于黔东
南人民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如何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小康。“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民族地区调研，
问冷暖、听心声，每一个脚印、每一句话语都饱
含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深深牵挂。对于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孙志刚强
调，“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群众不富、寝食难
安，小康不达、誓不罢休，决不辜负习近平总书
记的牵挂嘱托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黔东
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比例最大的一个自治州，如
果我们不能战胜困难，无法实现同步小康，这
是黔东南人民不能答应的。为此，在中共黔东
南州委、州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黔东南人
民万众一心、尽锐出战，用“三敢”精神这个制
胜法宝，彻底撕掉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
实现同步小康。如今，同步小康实现了，乡村
振兴的大道正有序铺开，“三敢”精神这个制胜
法宝永远用得上。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
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敢闯新
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是黔东南宝贵的精
神财富。

（作者系凯里学院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勇于争先是“三敢”精神的生动实践
—— 凯里学院践行“三敢”精神的探索与思考

□ 李 勇

学 思 践 悟

高校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是提高高校师资
水平、促进高校教学科研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引来凤凰、让凤凰扎根梧桐成为金凤凰、
产出金蛋蛋，是人才服务者和建设者共同关
心的话题。
一、目前高校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缺乏学科统筹规划和建设。随着我国
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海外留学人员
的大量回归，我国人才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
荣，涌现出大批的高级人才，为高校引进人才
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一些学校在抢人大战
中，缺乏冷静思维，也缺乏学科统筹规划，不
是从学科整体发展出发，科学设置用人岗位，
明确岗位职责，然后按照岗位要求招聘人才，
而是见着“高人”就抢，根本不管是否适合自
身的发展。

2. 缺乏可持续激励的空间和机制。一些
高校错误或片面认为读研期间，科研项目做
得多、论文发得多的硕士、博士，就一定是科
研能手，于是乎，刚引进学校后便火速为他们
晋升副教授、教授，甚至为他们晋升职称后便
立即提拔为副院长、院长。殊不知，他们之所
以能获得这些成绩，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具
有独立开展科研的潜力和实力，引进之后，很
可能做出不平凡的科研业绩。可还有一种可
能是他们还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独立开展科
研的实力，只是在导师的光环之下暂时取得
了这些看似辉煌的成绩，引进之后，是需要培
养和锻炼才有可能做出不平凡的科研成绩
的。更有极端的情况是，这些在导师的光环
之下暂时取得科研成绩的人，根本就没有独
立开展科研的潜力，他们一旦离开导师的庇
护，真正需要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时，也许根本
不适合从事科研或教学科研工作。所以，引
进后就盲目为他们火速晋升职称，甚至火速
晋升职称后急忙提拔职务，不但快速堵死了
他们的成长空间，而且对学校其他教师极为
不公，严重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
精神。

3. 缺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发
展观。预聘制是欧美一些国家高校普遍采用
的一种青年人才引进和培养模式。这种模式
的显著特点是：学校为新进的博士后人员提
供较高的薪酬和科研启动资金，赋予他们独
立招收研究生的资质。这些新进博士后在离
开他们的导师后需要独立组建课题组、搭建
科研平台、招生、开展科研工作。他们在学校
提供的考核期（一般 6 年）内，如果完成学校规
定的教学科研任务，达到学校要求的教学科
研业绩，则可顺利晋升为终身副教授，获得长
聘教职。相反，则会被学校解聘，从而离开学
校。这种模式也被称作“非升即走”制。这种
模式的长处是：不但为这些新进人员提供了
成长机会，让他们在离开导师后独立展示科
研实力，同时也为学校甄别他们是否具备独
立科研能力和实力，从而准确判断是否将他
们充实到学校教师队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和空间。但这种模式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
是：它对被引进的人员来说过于残酷。这些
人员在长达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
学校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最后却
因为未达到学校要求的教学科研业绩便被扫
地出门。他们不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更主
要的是付出了一去不复返的宝贵时间。国内
一些高校生搬硬套这种模式，甚至附加更多
不合理的条件，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与国际接
轨的改革。殊不知，这不但对这些引进的人
员缺乏足够的尊重，对他们尽到应尽的培养

责任，更与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人才发
展观背道而驰。

4. 缺乏诚信至上的基本原则。为了招到
心仪的青年人才，不少高校使出浑身解数，为
引进青年人员开出相当丰厚的薪酬和待遇，
以此来吸引人才。实力强劲、财力雄厚的学
校层层加码，把竞争推向白热化。相反，实力
一般、财力捉襟见肘的学校则往往力不从心，
又不甘于服输。有些学校打肿脸充胖子，明
明债务缠身，不可能兑现许给引进人员的待
遇却非要夸大其词，承诺一些看似高大上的
条件。结果是：这些人员被引进后才发现，许
下的安家费、购房补贴、科研启动费，全都兑
现不了，有些甚至最基本的薪金都成问题。
这种“套进来再说”的做法不但招不到优秀的
人才，反而使学校的形象严重受损，声誉直线
下降。长此以往，不但留不住人才，恐怕就连
能否招揽到人都成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路径探析
1. 树立正确的人才发展观，建立科学长效

的用人机制。根据学校自身的财力和实力，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拟定的引进人员薪酬、
待遇要真实可信，能落到实处和细处。从整
体推进学校和青年教师共同发展的角度考虑
问题，建立科学长效的用人机制，把引进、培
养、考核和晋升贯穿一体。在青年人才队伍
建设上，要尊重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不揠苗
助长，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不急功近
利。财力和实力一般的高校特别要在留住人
才上下足功夫，用加强软实力的建设来弥补
硬实力的不足。特别是要加强现有教师队伍
的建设，发现和培养一批有潜力、有能力的青
年教师骨干。

2. 改革人才引进方式，创新人才管理方
法。引进人才务必要有规划、有计划。一般
来说，引进人员之前应该对引进人员的岗位
进行科学的设置，明确岗位目标、职责、任务
和要求。岗位设置要经过科学论证，与学科
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不符合预先设置岗位要
求的人，即使看起来再优秀，均不应该盲目引
进。预设了人才岗位后，就应该根据满足人
才岗位要求的人员条件，拟定人员的薪酬、待
遇，包括安家费、购房补贴、科研启动费、年
薪、其他福利等等。新进的人员应该实行专
项管理，在职称上可以考虑给予助理教授/特
岗研究员的职称，列入学校正式编制进行管
理。助理教授/特岗研究员职称，应该介于讲
师和副教授之间，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资质。
没有硕、博士学位授权点（含联合招生单位）
的学科，应该谨慎设置引进青年人才岗位。
应该加强新进人员管理，建立健全考核机
制。对于在规定期限（一般应不少于 3 年）内
达到考核要求的人员，应该及时评聘为副教
授；未达到考核要求的应该延长考核期限或
定为讲师，而不是用“非升即走”的简单、粗暴
方式“开人”。

三、结语
高校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切不可急功近利。引进人才只是人才队
伍建设的开始，管理、服务和培养好人才、留
住人才才是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国有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

新形势下高校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 邱林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