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年轻干部入职乡镇（街道）之初被“圈”在固定岗位，想法如何转化为行动？能力如何有效发挥？

一项基层年轻干部培养的“破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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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是应对当前复
杂形势、完成艰巨任务的迫切需要，也是年
轻干部成长的必然要求。”2020年10月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对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提出了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的明确要求，也为年轻干部成
长成才、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指明
努力方向。

基层，一直是磨砺年轻干部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舞台。但在某些基层部门，受制于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管理模式，一些年轻
干部在入职乡镇之初，被固定在一个部门，
能力得不到有效发挥；还有少部分人，从事
的是基层工作，却只和文字、数字打交
道……当一个个“圈”把年轻干部的“心”
和“脚”都固定住时，能力培养就开始遭遇
阻隔。

在曲阜市，书院街道和时庄街道都进行
过人才培养的“破圈”尝试：以“项目战
队”的形式将“85后”镇街年轻干部重新组
织起来，专攻镇街“急难险重”要害问题，
不仅打破了岗位壁垒、搭起了展示平台，更
遵循年轻人爱思考、有闯劲的群体特征，镇
街干部活力得到了激活。可在具体操作过程
中，岗位工作和战队工作间的协调问题，活
动项目的设计问题，战队灵活性的保持问题
等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战队工作法从何而来？

“秋风起、玉米香，防火禁烧奔波
忙。”每到秋季，这句俗话就会在很多镇街
传播开来，即便是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
“老基层”，也如临大敌。可在曲阜市时庄
街道，由年轻干部组成的“时光战队”头一
年扛起禁烧大旗就靠“挨家讲环保、逐户畅
未来”的“谈心法”镇住了场子，没吹大喇
叭、没拉大条幅就保住了一片秋高气爽。

近年来，大量高素质青年人才开始涌入
基层，为镇街工作提供了充沛的智力支持。
可如何持续优化人才结构，让传统的基层干
部管理模式为“新鲜血液们”施展才华、提
升技能提供广阔舞台呢？

“镇街传统的用人方式是‘一个萝卜一
个坑’，定什么岗就干什么活，在给新入职
人员安排工作时，不会过多考虑特长、兴趣
等因素。如果被安排到重点岗位还好，有机
会接触镇街核心工作；但如果到了只和文
字、数字打交道的岗位，那就有可能长时间
把自己闷在办公室里。”谈起2018年在曲阜
市书院街道推出战队工作法的初衷，时任书
院街道党工委书记、现任时庄街道党工委书
记齐祥灿直言，看多了工作多年却始终只是
纸上来去、连村都没下过的年轻基层干部，
街道党委决定咬牙“赌一把”：打破岗位限
制，给年轻人一次展示和锻炼自己的机会。

破除部门壁垒，首先要有一个行之有效
的抓手。2018年初，书院街道“星火战队”
正式成立了，18名“85后”年轻干部首批应
召入队，在兼顾本部门工作的同时，以项目
制的形式参与到各种镇街核心工作中。

农村有句大俗话，“分啥别分钱、调啥
别调地”。意思是说，只要牵扯到“钱”和
“地”，再有本事的村支书也很难做到公平
公正、人人信服。书院街道的东野村也是一
样，因为没有执行好“添人添地、去人去
地”的《村规民约》，村里的地硬是60年都
没调动过。

土地长时间得不到科学分配，私怨公愤
持续发酵，让村子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乱子
村”，村集体经济常年亏空不说，村支书的
岗位也成了没人愿碰的“烫手山芋”。老
人、老方法都“救”不了东野村，那就借助
“星火战队”大胆起用新人，刚工作没多久
的“90后”硕士辛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
以重任，成了战队成立后第一个上战场的
“战士”。而当初这步并不被人看好的“险
棋”，却在后续发展中给人带来了惊喜。

“就俩字，服气！”如今，访问东野村
村民，人们对大学生村官辛欣任职时的表现
竖拇指点赞，而她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只有
一条：绝对的公开透明。通过挨家挨户做工
作、辨原委、征意见，辛欣在坚决割除一切
不合理土地占用行为的前提下，制定出了明
确的抽签方式、土地丈量方式和土地分配方
式，全程都有村民代表参与、监督，后门堵
住了、流程透明了，过去被少数既得利益者
“挟持”的村民终于放胆在分地方案上签下
自己的名字。前年，东野村在土地调整中整
理出的40亩村集体土地上种下了良种大蒜，
这也是村子60年来头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获
得村集体收入。

“按理讲，辛欣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是
极少被直接放到村支书位置上的，但我们通
过对她日常工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她不仅擅
长交际、注重工作方法，更具备村庄经营必
需的知识储备和迎难而上的魄力，所以破格
同意她担任村支书。”齐祥灿表示，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要认清每名年轻干
部的特点，给他们提供与这些特质相符合的
舞台。选拔人才就要打破“瞄着本村的、看
着熟悉的”的传统用人观念，充分发挥出年
轻人有想法、不怕事的劲头，把“最能攻城
拔寨的人”用起来。

“开门炮”一打响，其他战队成员受到
鼓舞，领取自己的“战队任务”，一场高强
度的年轻干部“实战锤炼”在书院街道开始

了。虽然因为工作原因，齐祥灿于前年年底
调到了时庄街道工作，但这一办法还是被他
继续沿用到了新的街道，战队名称也由之前
的“星火战队”变成了现在的“时光战
队”。

战队工作法如何发挥作用？

拆迁难，难在打破少数人妄想“一拆致
富”的“如意算盘”，更难在把思想工作做
进群众心里。2019年年初，曲阜市书院街道
北张阳村因为道路改造，几处村居需要搬
迁，独有一户村民不配合，还拒绝和街道工
作人员沟通。

“我在街道的岗位是扶贫办，原来主要
围着自己的一摊工作转，加入星火战队后突
然被拉来参与拆迁动员，当时确实是满心嘀
咕。”对从未参与过拆迁、清障等街道工作
的时任街道扶贫办主任马培龙来说，村民叉
起的腰肢已经是对他解决问题能力的莫大考
验。

和多数年轻干部一样，1989年出生的马
培龙坚信“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比困难
多”。于是，他开始私下找周边村民聊天，
了解到马姓村民并不是急功近利的贪欲者，
只是受人蛊惑、动了私念，才壮着胆想多要
俩钱。

底细摸清后，马培龙和镇拆迁办工作人
员摆起“戏台”、唱了一出“双城记”：拆
迁办主扮“黑脸”、用政策说话；他则唱起
“红脸”，每次沟通留到最后，等拆迁办人
员走后凑上去聊家常、解心结，一句简单的
“我也姓马，姓马的都是一家人”让村民的
心防卸下一半。一回生、两回熟，坚持通过
换位思考靠上做工作的马培龙终于在一次村
民留他在家里喝米粥后听到了那句“我们
搬！”当马培龙再回到扶贫岗位上时，他发
现，过去理解不了的贫困户心理现在一下就
清晰了，处理起相关问题也变得得心应手。

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雨、见世面
才能壮筋骨、长才干。在齐祥灿看来，该走
的地方没走到，见识就跟不上；该碰的壁没
碰过，遇到困难问题不知道从何动脑思考、
从哪下手解决，所以，星火战队最初设定的
任务多是镇街工作中的棘手事，旨在让年轻
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多接触些工作、多冲击些
困难。而他们最想看到的变化是：年轻人从
只专一门的单面手变成“乡镇通”的多面
手；从习惯了单打独斗的“独行侠”变成懂
得协同作战的“团队人”。

2020年8月13日，时庄街道统计部门接到
了一项紧急任务，要在很短时间内高标准完
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建筑物标绘工作。
简单说，就是要通过电脑，对区域卫星图上
出现的所有建筑进行标注，并核实出每一栋
建筑的性质和住户情况。

时庄街道下辖48个村，近30个城市住宅
小区，小点的村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大的村
则能达到近五百户，如此紧迫又繁重的工作
突然压下来，让时庄街道统计站站长张亚萍
一时间慌了神。困难当头，有同事建议张亚
萍召集战队队员，组建临时项目组，很快，
16名年轻人围着1992年出生的年轻站长忙活
了起来。没有反复的会议和过多的解释，张
亚萍直接办起了人口普查建筑物标绘“培训
班”，让每名同事都在最短时间内掌握了系
统的录入方式。

次日清晨，时庄街道会议室里早早聚集
起了战队成员和各村的村会计，按照头一天
商量好的办法，标绘工作以一名队员对一名
村会计的形式展开，队员一边在卫星图上圈
出建筑，村会计边对照提前准备好的村民材
料填入信息。由于分工明确、准备充分，工
作推进的效率很高，队员们更是能搬外援的
搬外援，能加班的不休息。下班后，队员孟
菲叫来了老公“打下手”；深夜3点多，起床
给年幼孩子喂奶的张亚萍收到了同事刚发来
的信息录入审核信息……仅仅2天时间，时庄
街道的建筑物标绘工作就高效精准的完成
了。

“要不是有战队的小伙伴们帮忙，我
们站全员都上也得忙活上半个多月。”张
亚萍直言，原来总是觉得大家各有各的岗
位、各有各的工作，有急事也不好意思张
嘴找人帮忙，有了这样一次经历，她突然
意识到团队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温暖，因
为有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工作岗位有了
家一般的感觉。

战队工作法如何有序运行？

2020年4月初，一份名为《时庄街道“天
大小事”工程调研报告》的汇报材料出炉，
剖析了街道7个重点村的民生短板和百姓急
需，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对
具体负责时光战队工作的时庄街道纪工委书
记任文丽来说，这算是一份意外收获。

原来，为敦促村居“两委”更好地推进
乡村振兴，时庄街道在2020年推出了“天大
小事”工程，要求各村根据自身实际提报一

件年内能够完成的民生实事，可由于部分村
对这项工作理解不到位，报到街道的项目敷
衍塞责的痕迹很重。为把好事办好，战队紧
急抽调7名队员成立工作组，由街道组织办副
主任岳胜男轮值出任队长，专对“不上心”
的村子“开刀”。

“我建议咱们最好不要一人一个村摸底
调研、定项目，容易走进主观臆断的‘死胡
同’。这样，咱们自由组合，每村至少两人
同行，帮着村里把项目选到点子上。”行动
前，岳胜男召集组员们开了个小会，简单阐
明了自己的想法，还建议队员们能在工作完
成后对调研结果作汇总，用于这几个村后续
发展的借鉴。

当队长，不仅要拿出具体行动方案，更
要身先士卒把工作做实。前杨庄村是岳胜男
去的第一个村，由于村子前几年才经过系统
性的硬件提升，基础设施配备比较齐全，村
里索性照抄邻村作业、在项目表上填下了
“小农水和自来水提升工程项目”，如此草
率的立项自然被队员们迅速否决。取而代之
的是几名年轻人挨家挨户寻访村民需求、征
集工程意见，很快，一条广为诟病的“上学
路”进入了队员们的视野。

过去，村民们送孩子去坊岭小学必须绕
行327国道，路上车多不安全，绕起来也费时
费力。于是，岳胜男和同事一边拿出手机，
满地图找“捷径”，一边动起腿来实地考
察，最终发现只需打通一条200多米的断头路
就能解决问题。经村里“四议两公开”会议
讨论，只需花费10万元的项目很快通过了代
表表决，用村民们的话说，“好一个‘天大
小事’，真的是小投入大回报，工作干到点
子上了。”而最终形成的7村调研报告，不仅
给各村的项目立项提供了示范，其中提到的
很多建议更可广泛应用于村庄的基础设施、
文明实践等工作。

“轮到自己才知道做队长的不易，不仅
要带好头、出好招，还要协调好和队员、和
项目各方之间的关系。”谈到时光战队轮值
队长的制度设计，岳胜男直言这种“被动成
长”确实很锻炼人。之前，岳胜男在跟着别
的队长做项目时，也会有很多不理解：比如
觉得队长设计的方式欠妥、工作量太大之类
的，现在看来，那都是站在队长职位上负责
任的表现，而自己也要学着更好地在工作中
听取组织的建议和安排。

如果说，“星火”时期的战队工作法，
是一种培养年轻干部的创新尝试、行之有效
却缺少章法；那么，“时光”时期完善的机
制建设，则有助于这一做法更有序地推进和

收效。
记者在《时光战队实施方案》中看到，

《方案》对战队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工
作要求、考核奖惩机制都有明确的规定，管
理模式中更是涉及了战队报备制、队长轮值
制、项目认领制和战队晋级制等具体操作方
案，涵盖了战队运作的方方面面。而每项制
度的设计初衷都只有一个考虑：如何让年轻
干部得到有针对性的能力锻炼？

“比如队长轮值制，是为了让每名年轻
人都敢于当主角，重点培养领导能力和协调
能力；而项目认领制则是突出自主选择，让
他们根据自己兴趣、特长找到更能发挥自己
才干的舞台，这对于我们后续调整干部用人
岗位也有指导意义。”任文丽说，有了“操
作守则”，战队运作才更有章法、更直达目
标。

本职工作和战队工作如

何兼顾？

从2020年3月初至今，时光战队已在时庄
街道运行了10个多月，可随着这项工作的持
续推进，队员人数也从最初的43人渐渐减少
到现在的32人，其中有因不积极参与活动被
剔除出队伍的，也有因不堪重负主动要求退
出的。这背后，潜藏着战队工作法长远运作
必须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镇街工作千头万绪，一个人本就要被劈
成三四瓣用，想要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参与
战队活动实属不易。“我的主要工作需在办
公室完成，每天光接打电话就占很大精力，
这还只是最简单的一项。”时庄街道办公室
副主任孟菲告诉记者，在街道，常规部门一
般只有两三个人，如果再抽出去一个，那部
门工作就会陷入瘫痪。为把战队工作做好，
年轻干部们只能加班加点硬上，说“没负
担”都只是场面话。

时间回溯到时光战队建队最初，任文丽
在设计好实施方案后开始拉年轻人进战队
群，讲了很多意义、理念和情怀，可当她让
队员们为这项工作提点意见时，群里却鸦雀
无声。“我知道他们平时工作都很累，冷不
丁地抛出这么一个工作法，很多人都会在心
里犯嘀咕，觉得这是要给他们的工作加
码。”回忆起那艰难的“建队第一步”，任
文丽说，一开始建队并不是顺风顺水，而精
心策划的“战队首战”，一锤定音稳住了
“军心”。

为让年轻干部放下顾虑、轻装上阵，
时光战队的第一个项目选定为更接近于团
建活动的战队启动仪式设计。队员们凑在
一起设计战队LOGO、战队标语、战队宣传
视频，推出自己的队歌，和日常工作截然
不同的活动内容，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
动了起来。“很多队员都说，在做这件事
时找到了参加大学社团的感觉，属于青春
的力量开始迸发。”入职2年多的孟菲告诉
记者，年轻干部其实不缺少理想信念，也
不怕动真碰硬，只是过去的镇街办公氛围
略显沉闷，难以激发出他们心里的工作
“仪式感”。

一次成功的活动策划，给了年轻人渴求
已久的团队凝聚力和扎根服务镇街的归属
感。可战队项目终归要回归到镇街工作的主
线，不能每天只是文体活动，单指望“仪式
感”去对抗双线工作带来的持续高压开始显
得杯水车薪。

2020年9月份，执行了6个月的战队积分
晋级制度正式取消，这也意味着镇街放弃了
靠排名敦促战队项目推进的方法，开始寻求
更具持续性的运作路径。“随着工作的推
进，我们也在反思过去的活动项目设计，是
不是太枯燥、太繁重了。”谈到未来的工作
法改进思路，齐祥灿直言，虽然“急难险
重”任务因触及了镇街工作的核心，适合拿
来锻炼年轻干部，但这些工作任务重、时间
紧，某种制度上会制约工作法的科学延续。

既然本职工作没法丢，那就在拉长战队
活动战线、减轻工作负担的前提下，让活动
项目尽可能区别于日常工作，尽可能贴合年
轻干部兴趣爱好，尽可能有趣。带着这样一
种思路，时光战队正在加快谋划“2 . 0版”的
运作方式。

“我们打算先拉出两张表来，一张是
队员的专业和兴趣爱好表，另一张是镇街
一年中的重点工作表，让队员们去作连
线。队员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设计项
目，并自由组成团队进行推进。”任文丽
说，不论是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还
是精准扶贫、新时代文明实践，年轻干部
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需要给他们更
大的施展空间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这么
做的目的一来是确保战队工作不偏离镇街
发展主线，以维持锻炼培养干部的初心；
二来有助于更好激活年轻干部的创造力和
能动性，降低工作压力。

“当‘抛弃常规性工作，投入创新性
工作’成为新的战队运作方向，感觉路子
一下就蹚开了。”对于未来的战队项目的
畅想，张亚萍表示自己一直都很喜欢教育
事业，所以打算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做些深度思考和创新。在她看来，村里的
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服务重点就锁定在了老人和孩子身上，老
人主要解决他们的温饱，孩子主要解决教
育问题。她想要结合志愿服务，设计一套
更为完整的留守儿童教育体系，以解决日
常课后课业辅导、假期照料、困难家庭儿
童心理教育等现实问题，让农村孩子茁壮
成长。

□ 本报记者 孟一

正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干部成长是
有规律的，对年轻干部而言更是如此。干
部干部、干字当头，只有多在干中学、干
中练，才能更快成长、发光发热，提升解
决问题能力。即便是为了“补补丁”而被
倒逼着做锻炼，也会看到更多的成长，记
者在战队工作法的具体操作中，看到了一

个“创新者”所必须具备的探索、反思和
不断求变。

从“年轻干部全员入队”，到设置战
队队员自愿进出机制、精准锁定培养对
象；从靠“积分制”促项目推进，到改为
“考评制”，年终根据项目完成情况进行
分级奖励……为了做好这项年轻干部的培
养实验，街道在不断地调整执行方案，没
有因为中间遇到了困难而草草放弃。

改革不易，打破惯有模式的创新很

难。如果身陷于“战队工作时间从何而
来”的问题，将会让这一创新做法成为一
道无解题。可如果转换一下思路，在拉长
任务时间线的同时找到年轻人兴趣、专
业、特长与镇街主要工作的结合点，那
“补补丁”就有可能因为年轻人特有的
“青动力”变成强化基层工作创新的有效
路径，并解决战队工作法的可持续运行问
题。

激活“青动力”，变“补补丁”为“强创新”

年轻干部，进农村、进社区、进车间，解决问题的同时，得到锻炼和成长。（□记者 孟一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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