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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是“风向标”，是“指挥
棒”，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和发展
观，就有什么样的考核。最近，
丽水市下发了《印发〈关于 2014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等三个考核办法文件的通知》，
考核导向由注重比经济总量、增
长速度，转变为注重比发展质
量、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充分
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体现
了对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
的理性把握。

（一）
考核嬗变非一朝一夕，而是

水到渠成。它的背后有丽水历届
党委政府对“生态立市”发展战略
的一以贯之，有对中央和省委战
略决策及发展思路的无缝对接，
有立足于广泛借鉴和深入调研基
础之上形成的实践支撑。

从“一以贯之”看，丽水撤地
设市之初就提出了“生态立市、工
业强市、绿色兴市”发展战略，到
三次党代会市委提出的“绿色崛
起、科学跨越”战略总要求，再到
今天的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之
路，无一不传承和体现了建设生
态文明这一清晰的发展脉络。

从“无缝对接”看，近两年来，
随着中央和省委对区域政绩评价

思 路 的 转 变 ，各 地 传 统 的“ 唯
GDP、唯经济发展”的考核理念正
在改变。特别是省委对丽水作出

“不考核 GDP、不考核工业总产
值”的决定，转而调整为考核空气
质量和区域断面水质达标率等生
态指标，这是给丽水发展发出的
最响亮信号，作出的最明确导向，
跟丽水的生态发展路径和考核理
念都是高度契合，水乳交融。

从“实践支撑”看，丽水从
2010 年开始实施综合考核，经历
了从无到有、探索实践并逐步成
熟的过程，但我们对科学考核的
渴求和探索永无止境。我们“向
内审视”，以“自我革新”的要求
反思历年考核利弊，力求再完
善。我们“向外借鉴”，以“海纳
百川”的心态学习汲取省内省外
各 地 市 的 先 进 考 核 机 制 及 经
验。我们“向下纳谏”，以“问题
导向”的思维吸纳被考核县市区
及部门的意见建议。

（二）
新的考核办法突出了“绿色

生态”发展理念和“高效务实”考
核作风，全面彰显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丽水的实践。具
体来说，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取消对生态保护区的 GDP
考核”——实施差异化的分类考
核。以前我们用一个体系、一个

标准去考核不同的县市区，“一
刀切”的效果并不好。今年我们
更强调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充
分考虑各县市区资源禀赋、功能
布局、发展水平和工作特色，结
合省政府对全省各县市区主体
功能定位，把我市下辖的 9 县市
区分成城市核心区、生态经济
区、生态保护区三类，设置不同
的指标及权重分值，体现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要求。城市核心
区侧重于城市建设、城乡统筹和
经济社会发展兼顾的考核导向，
单设了重点项目征迁完成率和社
区工作等指标。生态经济区侧重
于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并重
的考核导向，生态经济类指标占
所有考核指标权重的 43.3%，生
态保护类指标占 23.3%，同时该
两区GDP指标分值从去年的8分
下降到今年的 3 分和 4 分。生态
保护区侧重于生态保护优先的考
核导向，取消了对该区 6 个县市
的 GDP 考核，生态经济类指标占
所有考核指标权重的 36.6%，生
态保护类指标占30%。

“从 106 项到 40 项”——大
幅度进行考核瘦身。针对往年
考核过于追求全面及体系庞大
繁杂的弊端，我们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使考核体系更加精
简、考核内容更突出重点。在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大幅度减少考

核指标及项目，将去年的经济及
社会“两个发展”指标和专项工
作共 106 项内容缩减到 40 项“三
大指数”考核项目，其中“生态保
护指数”包含了污染物减排、水
环境质量达标率、空气环境质量
达标率、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等
9 项考核指标，“绿色发展指数”
包含了 GDP 增长率、生态工业工
作、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等 17 项考
核指标，“民生幸福指数”包含了
平安工作、就业社保与和谐劳动
关系、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 14 项考核
指标。同时我们加大对省市重
点工作的考核力度，为“五水共
治”、“无违建县创建”、“城市交
通治堵”等考核指标设置了较高
的权重分值，引导全市上下凝心
聚力完成省市重点工作任务。

“ 既 看 硬 指 标 ，也 测 软 实
力”——探索多维度考核。如果
把实绩考核比作量化的票数，是
硬指标，是我们考核的基础，那
么定性的评价则代表了各地的
影响力和软实力，同样不可忽
视。在今年的考核办法中，我们
深刻领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精神，坚持“群众不认可，
数字再高也白搭”的考核理念，
探索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维

考核，采用“一定量、三评价”的
方式对县市区进行考核。“一定
量”即量化的“三大指数”指标体
系，分值 150 分，占总分 200 分的
75%。“三评价”则包括了民主测
评、领导评价、社会评价，分值 50
分，占比 25%。其中社会评价由
市县两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社会群众对各地工作
进行综合评价，随机抽取样本
300~500 人。加入了评价手段的
考核，更大程度保证了考核的科
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从抽鞭子到挪位子”——将
考核结果运用到实处。考核结果
如果没有运用，那么工作落实将
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致力于建
立赏罚分明的考核激励机制，制
定了考核结果运用实施意见，对
考核结果运用作了具体的规定。
这些规定既结合省委关于完善领
导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建设意见的
有关精神，又体现了具有丽水发
展阶段特色的做法。对考核优秀
的县市区和部门，规定了书面表
彰、评优等举措；对考核不合格
的，规定了“扣票子、抽鞭子、挪位
子”的各种举措，力度很大。旗帜
鲜明地树立“奖优罚劣”的考核导
向，最大程度地强化考核的刚性
约束，充分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
性和主动性。

【作者为中共丽水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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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索探 □王永康

像小华那样，把郊区的家建
成超级农家乐的并不多。国庆
前，女主人老早打来电话，邀我
们两口子小住几天。久居闹市，
最盼的也就是山林野趣之地的
小清静。

从杭富公路进入小区，环境
顿时静谧下来。绕过一个喷泉
大圆盘，向着山上转了两个弯。
庭院深深处，山坡前那幢小巧排
屋，就是小华在富阳的家。

这宅子面对着山，有一块近
30米深的地。恰是山脚边，左右
和前方都没有视线阻挡，倒不显
得逼仄。两侧是邻居的园子，借
着别人家的景，反倒觉得有点宽
阔。小区虽有不少园子，但从谷
歌地球上细看，却如小华自夸的
一样，他们家的最好。

园子土质不咋的。我不经
意拿起一个小土块，竟是不适合

作物的青紫泥。为了改善土壤，
小华请人拉来三大卡车好土；一
次路过一个工地，发现土还不
错，随手拿起后备厢里的编织
袋，刨了三大袋带回来。

这三年多的春夏秋三季，小
华几乎每周一天劳作。早上独
自开着车来到这里，中午随便给
自己搞点吃的。翻地、松土、起
垄，都是出力气的活；播种、移
栽、浇水，却需要一些技术；园虽
小，农活却一样也不能少。三年
多时间，用坏了三把锄头。

小小园子，用砖块分隔成几
个区域。门前是一个草坪，花了
好几千元钱做的人工草皮，耐
踩，耐寒。我夏天那次来，像顽
童一样仰卧草坪上，女儿微信上
点评老爸好傻。这次去已是秋
天，那草正是将枯未枯时，脚感
特别好。

与邻居相接的西侧，种上了
桃树、柑橘、文旦。东侧与另一
户相邻，形成一条小甬道，阳光
稍差，栽上了从龙井挖来的茶
树，间种蚕豆。东南边顺着山势
下来的山林，与坡下灌木野草连
成一体，三两棵高大冬青，笼罩
着一个野生小角落，我们全身心
沐浴在绿色大自然中。

那被规划形成的三四小块
地，按不同季节，种不同品种。
我夏天去时，西红柿、茄子、丝
瓜，青翠欲滴。土豆刚刚收获，
南瓜滚在田垄里，冬瓜尚在长个
儿。这次去，当家品种似乎是秋
葵、豇豆、小辣椒，地瓜和萝卜长
势喜人。小华待我把那些特别
可爱的秋葵留好影，就拿着剪刀
采了，一盘午餐美食。

令小华自豪的，是这些蔬菜
不施农药。暑假时，小华儿子来

到这里，职责是抓小虫。我们寻
常吃的蔬菜，通常都得施除草
剂。我一个高级农艺师的朋友，
特地在她的农场小池里撒了一
点除草剂，结果从丽水带来的田
鱼死了不少，所以小华都是自己
拔草。女主人一次做梦，居然是
那些草没了，可见拔草真心是累
人的活。

这么一个小小农场，夏季是
最开心的季节。那些绝对生态
的蔬菜，根本就来不及吃，呼朋
唤友，一起品尝；小华开着车，装
着辛勤劳动的果实，挨家去送，
其乐融融。我跟小华说，这得什
么代价呢。小华没吭声，呵呵一
笑。是啊，这代价您算得过来
吗。

小华少年时代在新疆度过，
对维吾尔族葡萄架情有独钟。他
用那种很粗的实木做柱子和横

架，请木匠用实木打了椅子，都只
是用桐油刷了下，最典型不过的
原生态。种了葡萄、猕猴桃、丝
瓜，还有黄玫瑰和红玫瑰。

夏天的葡萄架下一片绿荫，
不过最享受是秋天。国庆头三
天，我们两口子都在小华的农
场。那些天如果不是外出和午
休，多数时间在葡萄架下品茶喝
酒聊天看书，间或看着小华锄地
劳作。回家那天早上，女主人提
议，葡萄架下吃早餐吧。

秋晨金黄色柔和的阳光，透
过稀疏的葡萄叶和猕猴桃叶，间
间隙隙点缀在餐桌上。空气清
新宜人，大家都有点陶醉，多难
得的人生享受。端上桌的饺子，
是 刚 从 地 里
割的韭菜馅，
您 一 定 闻 到
那香味了吧。

小华的超级农家乐
之江 笔漫

经济进入新常态，从表象看
是经济增速出现换挡，但本质是
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
的过程。面对新常态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我们要保持定力，科
学谋划、主动作为，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不
断构筑新优势，推进新跨越。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特征

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
稳定的状态，是一种趋势性、不
可逆的发展状态。其外在表现
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质量提
升”，其实质是经济发展新旧增
长动力的转换、新旧发展路径的
替代、新旧竞争优势的演化、新
旧空间组织的重构以及新旧产
业结构的调整过程。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呈
现出新特征：经济增速放缓成为
常态，发展换挡将成为区域经济
未来发展的长期主题，从过去
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 7%至
9%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
基本特征；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主
导，产业结构正在迈向服务经济
引领的新阶段，增长动力正从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上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合发
展；经济发展生态化成为路径选
择；电子商务发展方兴未艾；楼
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
等潜在风险将呈显性化。

总体看，新常态下经济增长
将更平稳、质量更提升，就业更充
分，社会收入差距日益缩小，资源
环境将得到有效保护，社会保障
趋于完善。区域经济是否达到可
接受的新常态，关键看规模与质
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转型、生
产与生活、生产与生态有没有达
到一种新的平衡。如果增长速度
在 7%至 9%的合理区间，财政增
收、企业增效、收入增长、结构优
化、环境洁化、生活美化，这便是
期待中的新常态。

新常态新变化，更要求我们
科学研判，既看到发展形势严峻
的一面，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
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同时更
要看到复杂局势中的积极因素
和发展亮点，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尽快探寻一条走出“三期”叠
加的现实路径。

新常态下经济转型
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稳”与“转”的关系。既要把

稳增长放在首位，在稳增长中注
重调结构，实现稳中求进求好，确
保区域经济健康、安全、稳健发
展；又要把调结构作为优先举措，
积极推进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增强稳增长后劲。

“新”与“旧”的关系。既要
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
完善新兴产业规划布局，形成规
模化效应；又要积极推动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完善产业配套功
能，构建有自身特色和竞争力的
产业集群，形成多点支撑、加快
发展的新局面。

“实”与“虚”的关系。既要
进一步凸显实体企业、实体产
业、实体项目的主体地位，注重
实 业 强 企 ，积 极 推 进“ 产 城 融
合”；又要加快发展网络虚拟经
济，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先发性
优势，抢占新的商业模式制高
点，再创区域竞争新优势。

“城”与“乡”的关系。既要把
城市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
抓手，加快建设中心城市，大力培
育小城市，增强城市的集聚力、辐
射力、带动力；又要同步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发
挥农村在提供资源、传承文化、保
持田园风光等方面的作用。

“加”与“减”的关系。要在
经济增长与节能降耗之间寻求
平 衡 ，既 要 做 经 济 发 展 的“ 加
法”，坚持项目投入不动摇，坚持
创新驱动不松劲，大力推进“四
换三名”，突出抓好科技创新型
产业化项目，大力发展大产业，
加快培育大企业；又要做能耗排
放的“减法”，淘汰落后产能，关
停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有效缓
解能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以改革创新引领区
域经济新发展

深化改革，构筑体制机制新
优势。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
利”，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底层
创新相结合，以更大的勇气、更
有力的举措，向着行政审批速度
快、民间投资活力强、资源要素
市场化配置优、区域开放程度高
的目标奋力迈进，不断增强发展
的动力和活力。

加快转型，构筑产业竞争新
优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实
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事
关未来的重大抉择。必须在稳
增长的同时，正确把握对增速放
缓的容忍度，牢牢把握转变发展

方式的主线，坚定不移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突出“大平台集
聚、大产业引领、大项目带动、大
企业支撑、大市场拓展”，把推动
发展的立足点切实转到提高质
量和效益上来。

多轮驱动，构筑创新发展新
优势。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强大动
力，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和
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加大科技创
新投入，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着力
建设创新型城市，充分激发全社
会特别是企业的创新活力。

统筹融合，构筑城市经济新
优势。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是拉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大引擎，也是广大市民享受
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要以新
的理念、新的目标、新的举措，加
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绿色发展，构筑生态经济新
优势。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以生态经济为核心，以生
态环境为基础，以生态文化为支
撑，突出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
服务经济的生态内涵，着力构建
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体系、
生态文化体系、生态保障体系，
努力构筑生态经济新优势。
【作者为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转型的思考

问题 讨探 □王继岗

当前，在国际国内复杂形势背景下，中央主动
作为，下大决心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换挡。各地也
积极响应，纷纷出招努力提高土地、资本等要素利
用效率，希冀以挖掘现有要素潜力方式，释放更多
生产力。但在聚焦土地、资本等要素同时，应注重
优先开发干部资源。

干部资源是一座富矿。首先，我国干部基
数大，基本素质较好，是优质的人力资源。当
前，社会上对干部能力水平的认识存在一些误
区，其实大多数干部具有较强的学习、思维能力
和进取精神，只是由于资源开发不足、外部环境
制约等种种原因，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其次，近
年来“公务员考试热”持续保持高温，而干部从
体制内自主流出非常少，流入大于流出，确保了
干部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再次，当前在对干
部的管理使用上，人事管理的理念仍偏多、偏
重，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偏轻、偏少，客观上造
成干部资源开发程度较低，蕴含潜力巨大。

以资源视角做好干部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要珍惜干部资源。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
程中，通过大量扎实有效的干部人事工作，而逐
步积累起来的，来之不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业选择多元等，也会出现
精英人才不愿来，优秀人才留不住的局部供给
不足等情况，要有忧患意识。组织人事部门应
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格外珍惜干
部，以爱才、惜才之心做好干部工作，以将合适
的干部选拔到合适的岗位为乐，以培养造就干
部为乐，以帮助干部发掘自身潜力为乐。

二要开发干部资源。当前形势下，不应再
将组织人事部门视作服务中心工作的保障部
门，而应将其作为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干部资源开发，释放潜在生产力，缓解增长
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
带来的压力，为转型赢得时间与空间。以干部
资源开发为突破提高各要素利用效率。干部资
源的有效开发、配置对其他生产要素效率的提
高具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当前情况下，一个区
域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生产力水平与当地
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息息相
关。因此，应当格外重视将那些懂得市场经济，
尊重市场规律，善于发掘市场内在动力的干部
选配到合适岗位。

提高干部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党历来坚持
党管干部，组织人事部门作为干部配置的操作主
体，肩负重任。应努力做到遵循规律，适时适宜适
度使用干部资源，不提前采摘干部资源，不延误干
部最佳使用期，使干部使用达到人、事、时有机统
一。当前，亟需探讨解决的是如何提高干部资源
配置效率和水平的问题。从整体看，主要有两种
配置：

一种是干部资源在体制内外之间的配置。具
有企业家才能的个体在政府和企业间的配置是经
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从根本上说，当具
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向企业重新配置时，他
们会通过诸如对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降低成本
和技术创新等具有生产效率的方式创造价值和财
富。当前，大量优质人力资源集聚于干部群体中，
可在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的基础上适度调配，引导
其中富余部分向其他行业转移。从根本上说，需
要建立完善流动机制，畅通流动渠道，降低流动的
机会成本，当前则应适度鼓励流动。

二是干部资源在体制内部的配置。强调
匹配，重在发挥干部资源和职位资源的整体作
用，关键是坚持能岗相适原则，将合适的人配
置至合适岗位。要达到这一目的，需着重解决
组织人事部门对干部能力素质了解掌握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组织人事部门应将主要精力
花在日常了解干部上，在选拔任用中既注重程
序，更注重内容与实质；既注重选拔任用的过
程，更注重平时对干部了解的基础工作，从而
为配置干部提供准确依据。其次，应在组织人
事部门统筹下，引入竞争与比选，目的是拓宽
选人视野，建立广泛参与的选人平台，帮助优
秀 干 部 破 除“ 论 资 排
辈”，实现脱颖而出。当
然，也要研究解决好“比
什 么 ”、“ 怎 么 比 ”的 问
题 ，防 止 出 现“ 高 分 低
能”、“形式重于内容”等
情况发生。

【作者单位：省委组织部】

要素资源
视角下的
干部工作

好运只是个副产品，只有当你了无私心杂念
单纯做事时，它才会降临。 哲理漫画 薛飞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