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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芸莉，副研究员。1950 年生于上海，1966 年初中毕业，赶上文化大
革命。1968 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 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 年毕业分配到朝阳区政府办公室，
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主任。1993 年 1 月任朝阳区妇联主席。1996
年经公开选拔，任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2010 年以北京市人口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局级委员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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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和退休生活的开始。这是一个转折
时期。在转折时期该做的事，就是对过去的一个阶段作回顾与总结，并且
对未来的一个阶段作规划与展望。那么，怎么总结自己的过去呢? 我把
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学习过程中写成的文稿整理了一下，多数是发表了
的，也有一些没发表的，自认为还比较像样的，还有两篇是写我的，选了整
四十篇，按内容分成八部分，十五万字。我想把它印出来，自己欣赏，送亲
朋好友交流，更重要的是留给孩子。既然要成书，总要起个书名，叫什么
好呢? 想来想去，脑海中浮出两个书名，《艺海拾贝》和《朝花夕拾》，干脆
来个模仿秀，就叫《拾贝集》吧。不管是否美丽，总是自己喜欢的。

按内容分成八个部分。分别作一点说明。
第一部分是公开选拔相关的三篇文章。应该说公开选拔是我人生历

程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使我一时间成为受人关注的人物。为此，《北
京青年报》和《中国妇女报》的记者为我写了专稿，虽然不是我写的，但这
是写我的，一并收入此集。

第二部分《我的知青生涯》是写实的。北大荒的十年，是我一生中最
重要的十年。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是在那里形成的。在那
十年里，我经历过很多的人和事，但最终都转化成为人生的经验，伴随我
走过以后的人生历程。

第三部分是我出访回来的散记，以工作考察内容为主，也有其他的心
得，都是发表在《婚育》杂志上的，自认为还是很有可读性的。

第四部分是业务工作的一些体会，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总结。有发
表在《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计划生育》等权威刊物上的，也
有发表在《婚育》上的，还有收入一些集子里的。现在读来，我自认为观
点仍不过时。

第五部分是业务工作之外的一些文章，有发表的，有没发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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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杂，无法归类，便都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我的兴趣所在。
第六部分是 1997 ～ 2000 年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北京市委机关分院

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期间的论文，有毕业论文，还有一些是单科的
论文。不少人认为，在职研究生都是混学历的，我想说，我是认真学习的，
所有的作业都是我思考的结果。我想这些论文应该能看出我的学习
态度。

第七部分是 1978 ～ 1982 年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时写的，有
毕业时的学士学位论文，也有单科的作业，还有三篇是文学创作。这些应
该能体现我当时的学术水平，也能看到我作为文学青年的一面。如果不
是回北京进入政府机关，我想我在专业上的发展也不会差。

第八部分是怀念逝者的文章。一位是我大学的好友，英年早逝，给我
的刺激比较大，所以写了这篇文章纪念他。一位是我的母亲，86 岁高龄
辞世，引起我对家庭的思考，对家族传承的思考。

凡是发表了的，都在标题下注明所刊登的报刊杂志的名称及期号; 凡
是未发表的，都在文尾说明写作的时间及原因。
《拾贝集》完成后，我想，我对前 60 年的总结可以告一段落，我可以

轻松地规划今后的生活了。有过一些设想，比如写随笔，开微博，学摄影，
学钢琴，看书，旅游，十字绣……想做的事很多，但不知命运还能给我多长
时间。如果还能有 10 年健康生活的时间，我想我能过得很充实。不断地
有成果，不断地给自己以成就感，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这是激励自己的
好办法。我希望自己能长寿，希望能和我的家人、朋友多多地共享美好的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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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选拔给了我机会
李芸莉:我喜欢这种公平竞争

( 《北京青年报》1998 年 12 月 12 日第 1 版)

姓名:李芸莉 性别:女 年龄: 48 岁
地点:黑龙江省驻京办事处
时间: 1998 年 11 月 19 日
采访:本报记者 王颖
李芸莉，1950年生于上海，1968 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1982 年毕业分配到朝
阳区政府办公室，历任科员、副科长、科长、副主任，1993 年 1 月任朝阳区妇
联主席，1996年经公开选拔，任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至今。

二十年前，李芸莉只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 三年前，李
芸莉还是朝阳区的一名干部。现在，作为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的她对记者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际遇。我人生最重要的 20
年，是改革开放给予的，没有改革开放，我的人生轨迹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有人说我是幸运的。

( 1995 年底，过了 45 岁生日的李芸莉成为北京市首批公开选拔副局
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考试中年龄最大的考生之一。结果她以本
组笔试总分第二的成绩进入面试。)

1996 年 1 月 19 日，我去参加面试，当时并不觉得紧张，我当时只想，
改革又给了我一次机遇，我应该站出来让组织挑选，以实际行动参与改
革。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报名参加公开选拔，论年龄、论性别、论学历，我
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但是我最大的优势在于经历。

真的，细想起来，上山下乡十年，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了脚踏实
地; 大学四年，我学会了完整地全面地思考问题; 区政府办公室十年多，我懂
得了社会管理，理解了全局观念; 朝阳区妇联三年多，我学会了做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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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时主考官问了许多问题，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比如:
“面对一个人缘好能力差的下属和一个能力强人缘差的下属，你用哪一
个?”“有人说一山难容二虎，你怎么理解。”当时我和其他几位入选者答案
都被拍进录像，在以后几次公开选拔中播放。答题时，我比较放松，因为我
心里想的是不管考上考不上只当多一次经历，可结果偏偏就选上了我。

( 李芸莉这个上海女性此时已在她的第三故乡北京生根开花了。)
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如果不是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也

许在里弄里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过日子了。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初中毕业的我离开了家，拎着母亲年

轻时用过的一只小皮箱离开了家，离开了生我养我的上海。知青列车启
动时，车厢里、站台上哭声一片，我却一滴泪都没掉，心里出奇地平静。我
到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江对面就是前苏联。那个地方叫萝北县，我一呆
就是十年。( 李芸莉此时已沉浸在回忆之中，也许面对任何一位知青，这
十年都是刻骨铭心的。)

记得那时回上海，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有时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这
十年中，有过一些很艰苦的日子。夏天住帐篷，长高了的杂草顶着床板，
蚊子小咬把脸都咬肿了，脓水直流。冬天在宿舍里往家里写信，钢笔水却
冻住了。强体力的劳动，我们常常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照样完成任务。那时的知青都以苦为荣，在“文革”“左”倾
思潮的大环境中，因为家庭出身，连里两批发展团员都没有我，但我照样
帮团支部出黑板报，写《当别人入团的时候》，第三批我才入了团，工作生
活的艰苦磨练了我，政治上的追求使我更加成熟。

这片土地，我想在这里生活下去。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党组织很快吸收我为新党员。高考制

度恢复了。终于可以自由地报考自己喜欢的大学了，我渴望上大学，但我
已经 28 岁了。那时离高考只有 80 天，而我是 10 年前的初中毕业生。但
由此我也喜欢上了这种公平的竞争。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大门向我敞开了。那年冬天，我特地和同学们
一起在学校主楼前照了一张合影，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小花罩衫，围着新
围巾，黑龙江的冬天冷得早，但我的心里却热乎乎的。

1982 年，我大学毕业时已是 32 岁的“高龄”了，当时为照顾我们夫妻
两地分居，分配我来到北京市朝阳区。这一干就是 14 年。( 一提起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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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李芸莉充满了感情，也许基层的工作真正使李芸莉成长了。)
在开始的十年里，我一直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我遇到了一些很好

的领导和同事，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获益匪浅。事实上，从那
时起，我便开始信奉一句话: “把工作当学问来做。”

( 李芸莉工作十分认真勤奋，这使她在十年后成为朝阳区妇联主席。
于是这也使我开始探究她的家庭。)

我的先生是一位普通工人，修飞机的，我们两人在北大荒时认识，同
在兵团的子弟学校教过一段时间的书，所以我们的爱情是在相互了解的
基础上建立的。许多人问我，你是副局级干部，而你的丈夫是工人，你怎
么看待?

我认识他时，他相貌平平，但多才多艺，把个学校的小乐队搞得红红
火火的。知青的生活使我们相识相恋。我俩当时想在边疆结婚，他不回
北京，我也不回上海了。但是高考让我上了大学，他病退回城当了工人。
这么多年来，我每当累了、倦了都能靠着他的肩膀，没有语言，没有解释。
当我们 38 岁才有了孩子时，他照样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我们都有自己
的工作，我们觉得修飞机和做领导都同样是重要的工作。上大学时，我写
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他》，获当年学校征文比赛一等奖，有同学问
我，写的都是真事吗? 我回答，情节有虚构的，但感情是真的。他亲笔为
我书写的小楷条幅《木兰辞》至今仍挂在我的办公室里。这就是他对我
的理解，也是我对他的信赖。因为他的支持，我觉得我生活得很幸福，而
这个家也让他很满足。

( 李芸莉的幸福是洋溢在脸上的，冬日阳光下，李芸莉穿着一件红色
的毛衫，神态平和。)

的确，在人生的路上，不进则退。去年，我 47 岁时开始上党校研究生
课程。在班上，我已是老大姐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但是我上课考试
从来不敢懈怠。因为在改革的大潮面前，我们必须用新的知识不断地充
实丰富自己，不然就会愧对改革给予我们的机遇。

( 在两年前的公开选拔活动结束之后，李芸莉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
两年后，在采访过程中，李芸莉一直在说: “不谈现在吧，我现在只有努力
工作。”)

早在刚刚上任时，我就曾对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说:我不看重上任后做
的第一件事，而是要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还是看以后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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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告诉她，因为是第一次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之一，她将在北京
市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占一笔时，她一下笑了。)

言重了，其实这次公开选拔的好处在于破除干部选拔的神秘感，真正
实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既体现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又严格按照
干部标准进行选择;其次，组织部门可以拓宽视野，不拘一格选人才;同时
也给中青年干部树立一个好的导向，使大家把真功夫用在学习、工作上。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做了这些方面的马前卒，我十分乐意。
(说到这里，李芸莉告诉我她要告辞了，因为年底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这时我才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二十年让一个人真正地焕发了青春。)

北京市首次公开招聘局级干部中榜者四男一女
妇联干部李芸莉脱颖而出

( 《中国妇女报》1996 年 4 月 12 日第一版)

本报北京 11 日讯 记者叶林报道 引人注目的北京市首次公开招
聘选拔局级干部活动，经过四个月紧张激烈考试竞争，终于有了结果: 5
位来自中央和北京市机关的处级应征者，经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过五
关斩六将而一举夺魁。北京市朝阳区妇联主席李芸莉以全优成绩脱颖而
出，成为 5 名中榜者中唯一的女性。

4月 1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隆重热烈气氛中向他们颁发了任命书。
北京市首次公开招聘局级领导干部的消息，自去年 11 月 28 日向社会

公布之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机关及北京市民中引起很大反响。据介绍: 这是
北京市贯彻中组部精神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所做的第一次尝试。

据介绍，北京中央单位多，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业多，故应征者中人才
济济，实力雄厚，增加了竞争的难度和质量。

8 家中央机关、国务院部委的处级干部和北京市属处级干部共 244 人
报名应征 5个职位。176 人参加了笔试，52 人参加了面试，15 人进行组织
考察。最后以 3: 1选拔出 5名副局级干部担任 5个职位的领导。如此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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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考试选拔，完全以成绩论英雄，体现了公开、透明、平等、公正的原则。
年轻、学历高，是 5 位中选者的特点。5 名夺魁者中最年轻者 32 岁，

最长者 45 岁。一位博士、两位硕士、两名大学本科生。四名男性入选者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邮电部等中央机关，只有北京市朝阳区妇联主
席李芸莉是来自北京市。据介绍，李芸莉是以笔试总分第二 ( 专业分第
一) 、面试成绩第二，最后的组织考察及民意测验成绩最优而入选的。唯
一的女性及突出的口才和应变能力，使李芸莉成为此间新闻记者纷纷采
访的热点人物。她被任命为北京市计生委副主任。

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杨朝仕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北京市在此次
公开招聘高层干部中，非常希望能有更多女性脱颖而出。北京市过去一
贯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作为中国首都，这方面应该走在前头。目
前北京市已拥有十几位正局级女领导干部，她们工作都非常出色。相信
这次李芸莉的入选，又是一次良好的开端和榜样。”

据悉: 全国已有 22 个省进行了公开招聘选拔干部工作。
北京市有关部门宣布，今后将每年进行领导干部公开招聘选拔工作。

公开选拔给了我机遇

( 《北京人事》1998 年第 8 期)

1996 年 3 月，我有幸成为北京市首批公开选拔副局级领导干部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入选者之一，被任命为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至今
已两年多了。回顾我的成长历程特别是参与公开选拔的经历，感触很多。

我是老三届上海知青，上山下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年，住过帐
篷，干过农活，盖过房子，教过书，也当过一段团干部。恢复高考制度后，
考进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四年。毕业后，组织上照顾我夫妻两地
分居，分配到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办公室，一干就是十年多，做过科员、副科
长、科长、副主任，继而任朝阳区妇联主席三年多。

我报名参加公开选拔，论年龄、论性别、论学历，我都没有多少优势可
言，但在组织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决心去试一试，并一轮一轮地走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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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入选。在公开任命仪式后，有记者问我: “你认为你能入围的优势是什
么?”我回答说: “我想可能在我的经历。”真的，细想起来，上山下乡十年，
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懂得了脚踏实地; 大学四年，我学会了完整地全面
地思考问题; 政府办公室十年多，我懂得了社会管理，理解了全局观念; 妇
联三年多，我学会了做群众工作。这些经历使我在机遇到来时能够把握
住它。这些经历中的每一段对于我现在的工作都是有益的。

我和其他四位首批公开选拔入围者也常常谈起对公开选拔制度的看
法。我认为，这是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好处在于:第一，破除了
干部选拔的神秘感，真正实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既体现了机会面
前人人平等，又严格按照干部标准进行选择;第二，为组织部门拓宽了识
人渠道和选人视野，可以在全社会不拘一格选人才，特别是在首都，人才
济济，这个优势用好了对北京市的工作非常有利; 第三，能给中青年干部
一个很好的导向，使大家把功夫真正用在认真学习、勤奋工作、积累经验、
增长才干上，而不是其他;第四，有利于增强干部的竞争意识，提高干部队
伍的整体素质，改善干部队伍的结构，以适应首都跨世纪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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