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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信息化管理

减少人为干预

加强“异常提拔”监管力度

专家指出， 突破诚信底线进行档案

造假，谋取的尽 管是一己私利 ，损 害

的却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平、公正，危

害不容小觑。

“通过利益输送或权力干预进行干

部档案造假 ， 事 实 上 也 是 变 相 的 腐

败 。 ” 江西省社联副主席吴永明认

为 ，干部档案造假意味着对组织失信，

必须标本兼治， 才能公平正义、 取信于

民。

吴永明建议，在信息化时代，干部档

案管理制度建设要跟上信息化步伐 ，

探索实施数据化管理， 减少档案管理

过程中人为接触原始纸质档案的环

节和可能 。 进一步公开信息 ，把干部

档案、履历“晒”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

督，让造假者的猫儿腻无处可藏。与此同

时，加大惩处力度，让档案造假者付出沉

重代价。

“干部档案管理还应建立完善的追

责机制，如出现档案涂改造假 ，首先要

追 究 档 案 管 理 者 以 及 授意或参与篡

改、造假的相关人员的责任。”杨晓波说，

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已经运行多 年 ，制

度建设非常严密 ，之所以出现档案造

假情况，问题主要在档案管理过程中，相

关人员并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管理、使

用档案。

“对于热衷‘造假骗官’者来说，岗位

并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 而是进一步升

迁的‘跳板’，其提拔速度越快，越是党和

人民之祸。”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

理学院院长肖滨认为， 要从源头上遏制

干部档案造假现象， 还需进一步改进干

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决策透明度，严格

执行公示制度，对“异常提拔”的干部要

重点监控，避免关起门来选人、用人，为

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

（据新华网）

“仕途”开始就违规

通过入团志愿书将虚假年龄“合法化”

�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

指出，徐楷涉嫌“造假骗官 ”。 江西省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调查发现 ， 徐楷涉嫌年龄造

假 、入团志愿书造假 、违规任用等问题基

本属实。

据组织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徐楷从南昌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随后

被江西省委组织部录用为选调生， 安排到江

西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担任副镇长、 党委

委员，取得公务员身份。

徐楷的“仕途”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晋

升年限违规问题。 根据

２０００

年《中共江西省

委组织部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

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 》， “选调生在 基层

工作锻炼满两年后 ， 按照干部队伍 ‘四

化 ’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 ，根据本人条

件和工作需要 ，择优选拔任用 ”，然而 ，徐

楷仅

１

年

３

个月后， 就从副科级提升为主任

科员。

２００８

年年底徐楷任景德镇人事局职称

科科长。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又通过公推竞选担任

安徽省合肥市团市委副书记。 江西省一名熟

知组工工作的人士说，通过档案造假，徐楷获

得

２００８

年安徽合肥面向全国公选团市委书

记的参选资格。

根据合肥市当时的公示， 公推竞选对象

须为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出生。徐楷的年龄

存在

１９７８

年和

１９８０

年两个版本。 徐楷在南

昌大学就读硕士期间刊发的一篇论文显示，

徐楷出生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然而，此后他发表

的数篇论文又显示为

１９８０

年出生。

“提供一份虚假入团志愿书，再通过组织

认定，就等于把虚假的年龄‘合法化’了。 ”这

名熟知组工工作的人士说， 入团志愿书造假

和年龄造假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干部年

龄的认定， 一般以档案中最早的一份材料记

载为基准点。 而入团志愿书是档案中比较早

的材料，是认定干部年龄、工龄、党龄的重要

依据。

不到两年后， 徐楷又从安徽调回江西鹰

潭市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同时挂职担任贵

溪市委副书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调任共青团鹰

潭市委党组书记，当年

１２

月当选为鹰潭团市

委书记。“如此跨省、多岗位频繁调动，仅从理

论上可以做到， 普通干部在实际中难以实

现。 ”知情人士说。

江西省专项工作小组的调查发现， 徐楷

还存在被违规录用为公务员、仿造档案、对抗

组织调查等严重违纪问题， 调查组将进一步

核实， 并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和

建议。

造假三大猫儿腻

提拔前后是高峰，调动工作是良机，组织认定合法化

� �

徐楷档案造假事件并非个案。 据中央巡

视组通报，去年以来，已公开通报的

３１

个被

巡视省区市中，有

１１

个存在干部档案造假问

题。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地方开始探索防治干

部档案造假的“药方”。今年

９

月起，江西南昌

在全市开展为期

４

个月的假履历、 假档案专

项整治行动，目前正处于全面排查阶段。

南昌等地一些组工干部分析认为， 档案

造假现象主要存在三大猫儿腻：

———一是造假目的就是为“升官”，时间

多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前后。

档案中最为关键的年龄、 基层工作经历

等造假，主要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前后。早在

２００５

年，南昌市委组织部就曾一次性审核发

现干部档案工龄、年龄、党龄“三龄”前后记载

不一致问题

４３７

例， 其中涉及到在职县处级

干部

３１９

名。

“造假的主要目的在于‘升官’，正如坊间

戏言，‘干部职务越升越高，年龄越来越小’。”

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晓波从事组织工作

已

２０

年，他告诉记者，南昌市委组织部曾发

现， 一名拟提拔的科级干部年龄造假存在明

显的逻辑错误。 “按档案上的年龄推断，他两

岁就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 ”杨晓波说。

———二是造假环节集中， 常借工作调动

之机“瞒天过海”。

一些基层组工干部告诉记者， 由于档案

管理制度严格，平时难以寻觅造假“良机”，所

以， 干部档案造假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抓住工

作调动之机， 利用调出单位与调入单位之间

的衔接漏洞，实施造假。

“反正你要调走了， 也不影响本单位利

益，而调入单位审核时也只是‘走走过场’。 ”

一名基层组工干部说， 一般造假者都会在原

单位“做齐”所需档案资料，再趁工作调任时，

实现公务员身份转变或职务提升。

———三是造假暗藏 “玄机”，“权力干预”

背后实为领导授意。

根据档案管理相关规定， 档案在档案室

由专人管理，借阅、使用须遵循严格的档案管

理制度。据透露，干部档案造假的首要前提是

能接触到档案， 有的是造假者通过收买档案

管理者造假， 但更多的则是组织人事部门按

照上级领导授意而为之。

“档案必须符合前后逻辑。 因此，并不是

简单的某一环节的造假，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只要是其工作过的单位和环节， 都必须全部

打通。”杨晓波说，在这一过程中，造假者需要

在档案中加塞或撤销某些材料， 最严重的则

是伪造相关证明材料，把虚假的年龄、工作经

历等通过组织认定合法化。

“曲线提拔”缘何一路“绿灯”？

———揭开干部档案造假背后的猫儿腻

� � � � ８

年时间，

８

个岗位，横跨两省

５

地，且多个岗位

任职不满一年， 一名副科级乡镇干部就变身为正处

级团市委书记，还戴上了省政协委员的光环。

因涉嫌违纪，江西省政协日前作出决定，撤销原

鹰潭团市委书记徐楷江西省政协委员资格。 经调查

核实，徐楷涉嫌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违规任

用等问题。

档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