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成了基层公务员？

大概从 2018 年开始，我关注
到了基层年轻干部这个群体。那
时候，我的研究重点慢慢从农村治
理转向县、乡这两个层级上，因为
研究乡村治理时，我们会关注很多
农村的社会现象，比如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厕所革命、新农合、“两
癌”“两筛”等。但我们总觉得研究
得不够透彻，因为乡村治理的政策
性非常强，而乡村内部只是政策的
落地环节。要全面理解这些政策，
就要到县、乡镇一级，去调研政策
是如何制定、转换和执行的，才能
建立起一套理解体系，把各个环节
勾连起来。这个过程中，我自然地
关注到了基层干部的晋升和流动。

年轻干部是基层最主要的工
作力量，是最有动力、最活跃的一
个群体。我们说的“年轻”，其实是
相对于职级来说的。一般的“年轻
干部”是指 35岁以下的人，因为在
基层，如果干部在35岁时还没有提
拔为副科级干部的话，后面的晋升
空间也就比较小了。在基层，提拔
干部时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年龄限
制，但这是潜在、习惯性预设的一
个年龄坎，毕竟现在追求“干部年
轻化”。当然，如果到了科级，比如
乡镇的镇长、副镇长这一层级，35
岁到40岁的人也算年轻干部，虽然
他的年龄其实不小了。

县一级部门的岗位，招考公务
员时一般都会有专业限制，但乡镇
的岗位一般就不限专业。因为乡
镇工作的综合性更强。乡镇工作
的两个重点是文字材料工作和群
众工作，一般的本科毕业生都可以
做好文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专业
性要求不强，主要是到各个岗位去
锻炼，变成一个“多面手”“万金油”
人才，专业性和部门性反而弱化
了。

现在，考公务员的年轻人越来
越多，但对于基层单位来说，他们
的选择面并没有因此扩大。因为

“考公”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是
笔试，然后按照 1：3或者 1：5的比
例进面试，组织部门只能在这三五
个人中间选择。现在的部委机关、
省一级的厅局常常会用选调生的
方法来招录人，这样单位的选择权
更大。

在基层，很多年轻干部是本地
人、从本地的大学毕业的。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学的人会更多
地留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另一方
面，在招聘公务员时，山区乡镇、农
业县的乡镇也会更倾向于录取本
县的人。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
况：一些外地考生来了之后，人生
地不熟、没有本地社会关系网络，
工资待遇也不高——尤其是贫困

地区，他们很有可能两三年就离职
了。频繁地有人离职，单位的许多
工作开展就出现问题。组织部门
也看到了这种局面，在招收公务员
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面试过程
中，会更希望是本县的年轻大学生
来当本县公务员。

不过，条件好的县乡就不一样
了，比如江浙、广东一带的基层部
门，或者是省会城市周边县城，我
们曾经在湖南长沙市的下辖县调
研，它招到的乡镇公务员几乎都是
重点大学的学生。

去了基层，要做什么？

现在的基层其实给年轻人提
供了很多的机会，提拔的速度是比
较快的。因为之前的十年至十五
年间，全国大部分乡镇很少招新人
——都在消化以前的一批干部。
我国的公务员法是 2005年才开始
实施的，此前的招考并没有现在规
范，比如单位可能只有 50个编制，
但招了100个人进来工作。消化多
出来的50个人需要很多年时间，也
就是说，70后这一波人很少进入公
务员队伍。

当 50后、60后开始大量退休，
就给“80后”和“90后”、尤其是“90
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提拔空间。
而每年乡镇最多就招两三个年轻
公务员，不可能招五六个，即使有
空编制也不会招满——单位也需
要考虑到人员队伍的梯队建设，不
会在短时间内让干部堆积如山，造
成后面的断档期。

如果年轻干部愿意在基层扎
根下来，好好干三五年，就能感受
到乡镇对年轻人的整套的培养机
制。在许多乡镇，新进的公务员首
先要在党政综合办公室待一年半
载，以熟悉乡镇和行政村的全面工
作，然后驻村工作一两年时间，有
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后，再提拔到
一个部门的某个中层岗位去。

这种培养机制和公务员所需
要的两个基础能力有关：公文写作
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有了这两个
基础能力，其他能力在各个岗位都
可以很快地锻炼出来。

党政综合办公室可以培养出
干部很好的文字水平、公文写作能
力。另外，在这样的综合单位，干
部接触到的事务是方方面面的，对
上要了解县一级的情况，对下要和
村干部对接，中间就涉及乡镇许多
工作安排、人员协调、后勤保证，看
起来可能会特别“杂”，其实每一层
面都要照顾到。知道文件怎么收

发、各种文稿如何撰写——即使到
了更高层级单位，这也是基础工
作。我访谈了一个年轻的乡镇党
政办主任，她手机里关注的公众号
有三四百个之多，都与相关工作有
关：乡镇工作人员选车或换轮胎要
问她，年轻女干部生了小孩要买什
么牌子的奶粉要问她，老干部子女
考大学填报志愿要问她，她什么问
题都得回答，就什么都得去了解，
而不能说不知道、不关她的事，否
则她就得罪了人家。

“群众工作能力”听起来很空
泛，其实就是协调能力，会做人的
工作、尤其是农民的工作。让一个
年轻干部去驻村，包一个村或者好
几个村，他能不能做到“小事不出
村，大事能协调”，去解决农民的问
题、满足农民的需求？这里面有许
多难题。利益关系越复杂的事情
必然更难解决，比如征地赔款，涉
及到了农民的核心利益。另一种
是涉及到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矛盾
的，比如处理两家人的纠纷，看似
是很简单的纠纷，其实背后可能有
历史渊源、家族矛盾在。社会在
变，群众在变，农民也分化成了不
同的个体。他们有自己不同的思
想观念、知识水平和见识，干部无
法用一套方法对待所有人。

做群众工作没有其他的诀窍，
只能跟着乡镇老干部学习，多去走
访了解情况。这些“老乡镇”一辈
子都在乡镇待着，水平很高，对村
子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上山去灭
火应该走哪条路最近、农民开口说
话想得到的是什么，他都知道。一
开始，年轻公务员会给他们打辅
助，跟着去实践，慢慢地才能摸清
楚一个事情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
什么。

基层公务员完全不是有些人
想象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清闲，
年轻干部是非常忙的。要完成的
工作太多，有一些是很重要的中心
工作，比如以前的农业税收、招商
引资、计划生育，现在的后脱评估、
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厕所革
命等，还有一些是各部门的常规工
作，包括说低保、新农合等。在这
之外，还经常需要有创新工作、应
对上级的一些考核和检查。乡镇
的人手也很紧缺，有的年轻干部待
了三五年，服务期限满了之后，就
可能考到更好的单位去了，或者是
被县一级的部门抽调、借调走了。
这样，乡镇里能实际干活的人，往
往就是一个班子成员带着几个年
轻人。我去年在一个乡镇调研，里
面有 4个年轻人，他们要参加所有

班子会议，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了
相当于乡镇副职领导要承担的工作。

在我们调研过的乡镇里，“80
后”已经占了班子成员的大部分，
还有更年轻的“90后”镇长或党委
书记。这些年轻干部有思想、有经
验、有活力，但也背负着很沉重的
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政治问
责。现在的问责越来越多，哪项工
作越位了、哪些工作没做好，都有
可能问责。一被问责，就涉及到前
途，在影响期及之后两三年里就难
有提拔的机会了——我们前面说
了，现在提拔干部提倡的是年轻
化，这就错过了窗口期。更严重
的，有些干部甚至这样形容身上的
压力：“晚上躺下睡着之后，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自己是躺在床上还是
躺在监狱里。”

拮据的经济

十八大以后，基层对干部的财
政管理日益严格，工资性收入成为
统一的单一性收入来源。以前，干
部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参加企业
投资入股、各种补贴紧贴等收入。
如今，福利待遇也都阳光化，收入
越来越“干净”。

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包括基
本工资、岗位津贴、岗位补贴和福
利奖金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
日常工作中又以三种形式体现出
来：打卡工资，可以直接用于生活
消费；物质福利，比如基层工会发
放的节日福利；“五险一金”之类的
非打卡工资，这类工资无法用于日
常生活。

大部分乡镇公务员的经济生
活比较拮据，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
的基层。基层公职人员的工资主
要由县、市财政统筹，所以，决定基
层年轻干部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
就是所在县市的财力。东部地区
和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地方财
政收入雄厚，基层年轻干部的工资
水平也就相对高。根据我们的调
研，在江浙、广东等地区，乡镇刚入
职的公务员一年打卡的工资普遍
能达到 15万元，事业编人员在 10
万元左右，副科级干部年收入在20
万左右，正科级干部超过25万元。

而在中西部区县市的普遍情
况是，刚入职的公务员年收入在 4
万左右，刚晋升的副科级干部在
5.5万~6万，工作上十年的副科级
实职干部在7万元左右。一些中西
部地区县市还会因为财政紧张而
拖欠公务人员工资，时间在半年到
一两年不等。广大中西部地区的
县市主要是“吃饭财政”，我们调研
过的一个县委书记说，他“每天凌
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县两
万多公职人员吃饭的问题”。

这种收入对于年轻人没有吸
引力，即使和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
相比，也是较低的——一个农民工
到外地去打工，辛苦一点的话每个
月能挣五六千，和一个副科级干部
差不多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城，
一个家庭要获得中等收入的体面
生活，可支配年收入要在 12~15万
之间。一个公务员家庭只有夫妻
双职工、且都到了副科级，才能达
到这个水平。

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也会导
致农村乡镇难以留住人才。大部
分年轻干部选择生活在县城里，他
们到农村乡镇上班，花在通勤上的
时间和费用较多，也难以照顾到家
庭。另外，农村乡镇的工资待遇比
县直机关或城关镇低，相对没有保
障，比如经常下乡或加班，但没有
加班费和下乡补贴。这就导致乡
镇的年轻干部都想往县城里调动，
不容易在乡镇扎根。乡镇的梯队
建设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年龄
断层。

为了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生
活，有些基层年轻干部不得不寻找
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花更多时间考
虑股票、基金、房产投资等，有些年
轻干部会寻找合伙人投资、创业。
如此一来，就难以全身心投入工
作，更不会将工作当作事业来做，
也减弱了他们对自己“党的干部”
的身份认同感。我们在调研中遇
到这样一个事情：在一个乡镇里，
一位刚刚工作两三年的事业编年
轻人，月工资 2600元，老婆没有正
式工作，在家带小孩，家庭经济压
力大。这位干部无奈之下尝试做
滴滴司机，第一次载客接的单，就
是自己所在乡镇的领导。他碍于
面子没有收领导的车费，还因此被
滴滴公司罚款50元。

不过，从调研来看，这些基层
年轻干部的社会交往比较健康，用
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大大减少。
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基层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业余时间大
量用于各种应酬、交往上，导致公
私交织不清。现在，基层的招待应
酬极大缩减，干部对自身的要求也
提高了。另外，他们的交往对象也
较为简单。“70后”和年轻更大的基
层干部的社交对象比较庞杂，除了
亲朋好友，县域范围内掌握不同资
源的各色人物都是交往对象，“社
会关系不愁多”。而年轻基层干部
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因为业务关系
而结交的同事群体，他们的年龄、
学历、经历、体验相似，没有利益冲
突。

总之，考上基层公务员之后，
如果能够承受住这种不太宽裕的
经济条件，扎根在乡镇、农村里工
作，能得到的培养和晋升也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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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上岸”了，然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