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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观察

中央党校后备干部班速写

中央党校流传

“黄菊请假”故事

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
部进修班最引人关注，人们
通常把它称作省部班。对于
省部级干部在这里的学习
和生活情况，人们曾有不少
猜测。

据一位学员讲，省部级
干部的宿舍是一栋中国传
统式样的 4层老房子，“宿
舍有点像火车的卧铺车厢，
北边靠墙是一条长长的走
廊，南边是学员宿舍。房间
就像普通的三星级酒店的
房间。”

在中央党校，流传着一
个“黄菊请假”的故事。
1993年，时任上海市市长
的黄菊在省部班学习。其
间，上海有个重要活动需要
他参加。由于时间紧急，来
不及等上海市委组织部门
的公函寄过来，黄菊便找到
学员管理部门请假，并表示
中午乘飞机回上海，晚饭前
赶回来。学校同意后，黄菊
在中午“悄悄”地离开党校，
并按时回来。此事本无人知
晓，谁知当晚《新闻联播》将
他参加的这次重要活动报
道了出去。当时与黄菊同班
学习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思卿看到这则报道，
便开玩笑要黄菊“交待”到
底干什么去了？黄菊只好
“交待”了请假经过。随后，
黄菊补办了一张上海市委
组织部门盖章的正式请假
条。如今，这张请假条被中
央党校保留着，用来教育后
来的学员。

上课表现不佳

会被叫停学习

和省部班、地厅班等短
期进修班不同，中青班脱产
学习的时间长达一年，而且
学员比较年轻。从1995年开
始，中央明确定位“中青班就
是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
备力量的”。

中青班的学员一进校就
会拿到一张书目清单，上面
列着包括《资本论》、《反杜林
论》等在内的马列经典著作。
这些书，他们要在头三个月
内全部读完。在一年的学习
中，中组部还会派出联络员，
全程跟班学习，观察学员们
的表现。中央党校的一位教
授曾对媒体谈到，以往有学

员因课堂表现不佳，学期未
满就被中组部叫停学习，“这
对那个人的政治前途是毁灭
性的打击”。这一反面例子在
学员当中广为流传，对学员
端正自己的学风起到了很好
的警示作用。

马列主义理论

讲得生动有趣

上课第一天，朱明德和
其他学员就感到“惊喜”。大
家原本担心马列主义课程会
枯燥，谁知教授们把理论讲
得生动有趣。“在中央党校的
理论学习都会紧密结合当前
实际。讲《资本论》的藏志风
教授说：‘读《资本论》，第一
遍莫名其妙，第二遍有点开
窍，第三遍品到味道。’”朱明

德说，“还有杨玲玲教授讲的
《苏联教训》，我发现现在讲
苏联解体的教训，同1990年
大家讲得不完全一样了。那
时从基本理论去推理判断的
因素多，现在注意从理论和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经验
结合上分析问题，更客观、更
深刻了。”

中青班的课程，很注重培
养学员的执政能力。有一次，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
焘，给中青班作完“北京市委
市政府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讲座后，在校方的陪
同下考察了党校的环境建
设，当他看见党校后墙外的
一条污水河影响到师生的生
活时，当即拍板进行治理。这
堂生动的“教学与实践相结
合”的课，给学员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考试制度严格

学员都很害怕

中青班有严格的考试制
度。朱明德告诉记者：“我们
在党校也是很怕考试的。一
是平时系统学习少，基本上
没人来考我们；二是记忆力
毕竟比不上青年学生了；三
是爱面子，怕考不好招人笑
话。”

2000年暑假，中央党校
给中青班六个支部的200多
名学员安排了调研实践活
动，朱明德和其他六名学员
是一个小组，前往浙江和上
海调研民营经济发展。12天
的时间里，他们走访了上海、
杭州、绍兴、义乌等10个地方，

途中，很多鲜活的事情引起了
他们的深思。在义乌，一个民
营商贸店的老板娘问他们：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还能
吃上饭吗？”在台州，民营企业
家邱继宝问他们：“我们为什
么不能入党？”在天台山景区，
小商贩、农民、清洁工跟他们
讲旅游区里的“生活经”……
这些所见所闻，对朱明德等人
触动很大。在画本上，他不仅
画下了当时的场面，还密密麻
麻地写满了提问、建议和思
索。调研结束后，他们不仅集
体完成了《充满希望的土
地——— 浙江民营经济调查》这
份小组调研报告，每人还各写
了一篇调研体会文章。后来，
他们的调研报告被刊登在中
央党校《学习时报》上。

本版稿件据《环球人物》

中央党校中青

班有些特殊，因被

中央明确定位为

“中青班就是为省

部级领导干部培养

后备力量的”而俗

称“后备干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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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朱明德是 2 0 0 0
年中青班第四支部

的学员，他用自己

的画笔，记录下了

在中青班的学习和

生活经历。

外人看来有些神
秘的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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