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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公务员考试很是火
热，动辄出现几百上千人竞争
一个岗位的情况，虽然这一两
年略有降温，但仍然是众人追
捧 ， 炙 手 可 热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每当传出面向优秀工人、
优秀农民考录公务员的消息，
都令人关注，被视为公务员招
录多元化力度进一步加大的体
现，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视基
层、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

从 20 年前那个炎热的 8 月
里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
员起，到2006年1月1日中国开
始实行《公务员法》，再到现在
各地的常态化“公考”，采用公
开考试、严格考察的办法选拔
公 务 员 的 考 试 录 用 制 度 已 经
深入人心。“凡进必考”的方式
让全社会符合条件的适龄人员
都可以在考场上一显身手，这
大 大 提 升 了 公 务 员 队 伍 的 素
质，优化了公务员队伍结构。

但是，多年来，虽然没有
明文规定工人、农民不能考公
务员，但由于公务员考试多对
学历、年龄等方面有相关的要
求，而且由于考试竞争激烈，
需要事先做大量的准备功课，
因此，即使有一些工人农民符
合 报 名 条 件 ， 面 对 同 样 的 考
卷，他们闯关成功的几率并不
大。另一方面，公务员的工作内
容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岗
位的需求不尽相同。有人就抱怨
说，“选个服务田头的公务员，为
啥一定要本科生才能考”？因此，

“一刀切”的标准和门槛选拔出
的人才和岗位需求可能存在不
尽契合之处。

事实上，来自基层和一线的优秀工人、农民，学
历可能偏低，学习时间也不太够，论考试可能分数不
行，年龄有时还超过了要求，但是，他们自有其优
势，经验丰富，有的应考者就是本乡本土人，在亲和力
和人际关系上也有优势，这些都使得他们在应对各种复
杂问题时可能更为成熟。另外，长期在基层的经历，使他
们对普通群众的生活有更深的了解，一旦成功考上，不
论是扎根意识还是服务意识，都能体现出一定的长处。
因而，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开招考，让一些优秀分子进入
公务员队伍，相信他们在很多直接服务群众、直接服务

“三农”、直接服务社区等岗位上都能大有作为。
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服务型政府的提速建设，

招录公务员不仅在报考条件上应更多地呈现向基层倾
斜的特征，在选拔方式上也应该更多地体现这一点，从
试题到考核的内容设计，都应该根据岗位的实际需求而
定，更多地突出实践内容，更多地考核实际能力与经验。
只有考试的指挥棒更有泥土气，不同群体中的优秀者才
有更多的机会充实到公务员队伍中，使这支为人民服务
的队伍更加富有生活气息、泥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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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牌”公务员

招得来 用得好

叶晓楠 史文静 鲁晓钰

在刚刚过去的6月里，四川省举行了首次从优秀工人、
农民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考录乡镇（街道）机关公
务员的笔试。都江堰胥家镇38岁的村民董波也参加了这场
考试，近日，他在与本报连线时说：“没想到我也能考公务
员！如果考上了，我希望自己的猕猴桃种植经验可以得到大
范围推广。”

近年来，中国多地先后开展了面向优秀工人、农民招
录公务员的工作，打破身份限制，为公务员队
伍注入了新鲜血液。本报对此进行
了梳理，并采访了广东、
陕西、四川等
省

份参加过这类考试的亲历者，听他们讲述考试究竟是
怎样进行的，公务员的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想
象是否相符，在具体工作中，他
们有哪些独特的优
势。

6月15日，复习了一个月的董波
自信地走出考场。“考题的内容大多
是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在田里
干了十几年了，有信心！”考试结束
后，董波在与我们连线时说。

“我们的笔试和面试各占 50%。
笔试只考一门 《公共基础知识》，共
92道题，满分 100分，考试时间 2小
时，题型是选择和判断等。”董波回
忆道，“其中有两道考题是‘以下作
物不属于茄果类的菜是：A 马铃薯、
B番茄、C茄子、D辣椒’、‘以下秸
秆还田方式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A
堆沤还田、B 过复还田、C 焚烧还
田、D 直接还田’”。在他看来，这
些题目很简单，只要有农村生活经验
就可以答出来。

7月11日，董波告诉我们，他的
笔试成绩已经出来了，但他还在等待
能否进入面试的通知。“我希望能够
与乡邻们一起做大猕猴桃产业，希望
公务员身份能给自己一个更大的平
台，多了解市场信息发展种植基地。
这也是对自己的锻炼，并不是以做官
为目的。”董波说，“如果今年没考
上，只要政策不变，我会一直报考下
去！”

观察可发现，不考死记硬背，主
要考查考生的实际能力，考查考生对
国家政策的把握以及能否满足用人单
位的需求，是面向优秀工人、农民公
务员考试的重要特点。

陕西西安市户县石井镇的宋世
峰，因为农村生产经验丰富，由养猪
户“变身”为镇政府科员，成为陕西
第一批457名工人、农民公务员中的
一分子。

“我记得当时因为养猪场好多活
儿要干，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准备复
习，而且我们是第一批参加考试的，
周围也没有能够借鉴的经验。”宋世
峰说。

“笔试有选择、填空、简答、论
述四种题型。笔试考了一些国家有关
农业的政策法律法规，比如农村 60
岁老人每月发放补助多少钱；面试题
中有一道是考上之后工作有什么规
划，还有一道是考一个农业谚语。”
宋世峰告诉我们。

面试成功“晋级”后，接下来是
20%的考察量化打分成绩。当时，市
人社局、组织部和纪委等工作人员到
石井镇上对宋世峰进行考察，了解他
平时的邻里关系、为人处世、是否孝
敬父母等。按规定要有 20 人参与座
谈，听到消息后，村两委干部、镇党
委委员、村民代表等 30 多人参与了
座谈。

“我记得当时的考试题目还结合
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特殊的身份
与广东的实际，比如涉及论述一些

‘怎样开展社区活动来丰富外来务工
人员业余文化生活’等相关话题。”
广东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石龙
分局的科员伍学成回忆道。

考试通过后，他们能否很好地适应新的工
作环境呢？公务员面向工人、农民招录，其中涌
现出的一批实践经验丰富、工作能力精良的优
秀人才，和其他公务员相比有什么区别和优势
呢？

“ 为 了 让 我
们尽快适应身份
的转变，提高工
作能力，省里在
省委党校组织了
为期两周的岗前
培训，内容为国
家法律法规、公
务员心理、职业
操守等，期间还
有乡镇书记和优
秀 村 干 部 作 报
告。”宋世峰说。

上 岗 后 ，宋
世峰被分配到了
镇政府城建办，负责农村危房改造业务。他坦
言，公务员的工作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没想
到每个月工资只有 2700元。养殖场虽有风险，
但好的时候一年赚上几十万元都有可能。一开
始我觉得工资挺低，有点失落，但后来觉得可
以为老百姓做实事，心里就舒坦了。”

已经工作了几个月的宋世峰，将自己的长
处和弱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有一定的群众基
础，更了解村民需要什么，因此和他们打交道
更容易。但写文件还不太行，刚开始接触，还需
要锻炼。”他说。

聊到宋世峰，同事杨普达赞不绝口，“宋世
峰比一般学校出来的人要能吃苦、认真。对待
工作不挑三拣四，安排什么工作都认真完成。
他工作非常卖力，又因为是从农村出来的，有
一定的群众基础，所以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和宋世峰一样，湖南邵阳人伍学成也通过
考试在东莞当上了公务员，2011年2月正式到
岗就职后，担任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石
龙分局的一名普通科员。

“做公务员之前，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份非常
轻松的职业，入职之后才发现工作量大、工作要
求高，五天八小时之外的加班也很常见。”不过，
伍学成很快适应了现在的工作，“虽说忙，但忙
得值，我原本就从事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与人沟通是强项。”

伍学成的同事严胜
齐告诉我们，“他之前接
触层面较多，对社会生
态认识较丰富，作为外
来工，铸造了吃苦耐劳
的品格，对完成繁重的
工作任务打下了素质基
础。”

由于工作表现好，
不到两年，伍学成被评
为东莞市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工作先进个人。

领导也十分看好这
个小伙儿。“进入单位
后，伍学成先后在基层
执法一线、执法股办公
室和综合股办公室参与

城管执法的相关工作。从企业到机关、从基层
到办公室，他工作踏实认真、勤奋好学、接受能
力强，先后参与开展城管体验日活动等大型专
项整治、宣传工作，目前还负责现场网上办案
平台的组建开发工作。”石龙城管分局综合股
股长卢锦洪说。

有评论指出，在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的市
县乡镇，如果能让其中的优秀者参加管理，在处
理治安管理、协调矛盾等问题上就能更好地反
映这个群体的意见，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6月15日，四川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录乡镇公务员。 姚永亮（人民图片）

成长靠特长和优势

能吃苦接地气是强项能吃苦接地气是强项

秸秆茄果进入考题

10多年前地方已敞大门

对于公务员考试更多地
敞开大门面向优秀工人、农
民招录，评论纷纷认为，公
务员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的人，特别是一些面向基层
的岗位，最需要的是了解基
层信息，而工人、农民长期
扎根基层，最了解情况，更
多地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
充实到公务员队伍中来，有
利于促进机关更好地服务民
众。

四川省都江堰市人社局
副局长郑建军表示，今年，
都江堰市面向优秀工人、农
民、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
招考公务员，共准备了 3 个
职位，最终录取的 3人都将
充实到乡镇政府里。“总体
来说，乡镇对有丰富基层
经验的员工普遍持欢迎态
度。”郑建军说，很多乡镇
都争先恐后申请把最终的
名额落实到自己所在的乡
镇。

然而，如何才能让优秀
的工人、农民“公务员”成
长壮大，更好地发挥特长和
优势？

卢晖临指出，“针对工
人、农民这两个群体的特
点，应该让他们去承担更有
优势的工作，比如农民可以
充实到农村管理岗位中，工
人可以派到工业地区或从事
工人管理工作。再比如关于
农民低保、农村社会保障等
工作，他们面对工作对象
时，可能会更有经验，会更
有感情，这可能是最重要
的。当然，他们可能也会存
在知识上、技能上的局限
性，可以开展一些针对性强
的培训工作。”

卢晖临还表示，“从增
强公务员的综合素质的角度
看，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肯
定的。但是，我们还得根
据 公 务 员 的 标 准 来 录 用 ，
以 求 达 到 德 能 兼 备 的 要
求。目前来看，要想做好
这 项 工 作 ， 除 了 招 录 之
外，一系列评估也是很重
要的。当他们融入公务员
队伍之后，所承担工作的
水 平 、 完 成 工 作 的 质 量 ，
要与之前招录的公务员进
行比较、评估。这都是一
些非常细致的工作。不是
说简单地把他们招进来就
可以了，怎样去安排也很
重要。这项工作要走向实
处，实质性地推动，重中
之重是公平，要真正做到
制度不变形、不扭曲。”

从中央到地方，公务员招考正在越
来越重视基层，通过不断打破身份和户
籍等各种限制，向那些最具基层工作经
验同时也可能是学历竞争力不够的优
秀工人、农民敞开了一扇扇大门。

在 2011 年度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中，除了继续加
大招考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比例
外，还积极探索从优秀工人、农民等
生产一线人员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
并在海关、国税、铁路公安等直属机
构县级以下职位进行试点。

虽然这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吸
收工人、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但
是，在这之前，一些地方早已先行一
步，且屡受好评。

1995 年，通过在河北、吉林等省
进行的试点，一些优秀工人、农民已
经能够通过考试录用进入公务员队伍。

1997 年，山东省率先打破身份、
地域和户籍限制，不拘一格选拔人
才，当年有 41 名农民被录用为乡镇公
务员；2002 年，山东允许农民报考县
级机关国家公务员；2004 年，在山东
省招录公务员考试中，身份限制再次
放宽，规定“凡履行了合法就业手续
的农民合同工可报考山东省各级机
关，不受户籍限制”，这意味着省、市
级机关的大门也开始向农民敞开。同
样是在 2002 年，浙江省各地也启动了
定向考录优秀村 （社区） 干部进入乡
镇 （街道） 公务员队伍的尝试。

2010 年，广东、甘肃等地纷纷明
确以优秀工人、农民为对象正式开展
这一试点工作，广东还首次将外来劳
务工纳入公务员选拔范围。

目前，浙江、山东、广东、甘
肃、陕西、新疆、重庆、四川等多个
省区市都开展了将优秀的工人、农民
纳入公务员队伍的工作。

从报考条件来看，多省对报考的
工人、农民在一线直接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工作经历做出了具体规定，从3
年以上到5年以上不等，对其受到过表
彰的情况也有具体规定。对年龄和学
历的要求也有所放宽，比如四川的规
定是优秀工人、优秀农民为 40 周岁以
下，优秀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为 45
周岁以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
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面向
优秀工人、优秀农民、优秀村 （社
区） 党组织书记招考公务员的学历要
求为高中 （中专） 及以上。

从考试项目来看，除广东省仍考
《行测》和《申论》外，大部分省份只
考以公共基础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一
科。但细节上各省有不同，陕西省笔
试和面试各占 40%，还有 20%的考察
分；四川省笔试和面试各占50%……

“ 面 向
工人、农民
招录公务员
的政策，我
个人觉得有
必要在试验
的基础上，
稳步地、逐
渐地去扩大
范围。”北
京大学社会
学系副教授
卢晖临在接
受本报采访
时说。

制
图
：
潘
旭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