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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２年枟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枠颁布实施，标

志着我国干部离退休制度正式建立。 这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

大成果，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离退休制度的有益实践，在我国政

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深远。

３０年来，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和

国家相关政策，将此项工作放到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全局中统筹安排。

去年，部党组出台枟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枠，进一步

明确这项工作的地位作用，积极制定政策，全方位推动教育系统离退休

干部工作的深入开展。 目前，部机关及直属高校离退休工作在继承中不

断创新，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方法和举措，在落实广大离

退休人员“两项待遇”，保障他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六个老

有”目标、在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 ３０ 周年，促进直属高校离退休干部工

作的交流，总结、推广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进一步深入探讨提高服务管

理水平的有效途径，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组织了理论研讨征文。 直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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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离退休工作部门的同志们踊跃参加，涌现出一批力作。 我们从中选取

６６篇获奖论文和教育部机关离退休工作人员的 ５ 篇相关论文，编辑出

版了这本枟教育部直属高校离退休干部工作优秀论文集枠。 内容涉及与

离退休干部工作有关的政策与形势、党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建设、服务

与管理、老有所为、老年群体特殊问题以及阵地与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

论文作者来自基层，他们结合工作实践，认真探讨、各抒己见，不仅展示

了对离退休干部工作理论创新、工作创新、制度创新的深度思考和认识

升华，也体现了他们对离退休干部工作的钻研和热爱。

书稿即将付梓，借此机会，向给予本书编辑出版关心与支持的重庆

大学等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值此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 ３０

周年之际，谨代表教育部，向直属高校从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同志们表

示亲切的问候，向所有对离退休干部工作给予关心与支持的单位和同志

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希望大家以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 ３０ 周年为契

机，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要求，进一步

增强做好老干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作为，开拓创新，在做好日

常工作的同时，重视理论探讨和工作调研，积极运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

并在工作实践中努力探索与提高，不断提高新时期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服

务管理水平，努力做到“让党放心、让老同志满意”，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２０１２年 ６月

（李卫红系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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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缅怀邓小平同志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卓越贡献

周小琴

作者简介：周小琴，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原巡视员。

■　摘　要：本文从邓小平同志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深邃思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

干部退休问题的智慧和勇气，他以身作则的伟大践行三个层次，回顾了邓小平同志在废除

领导职务终身制，倡导、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干部离退休制度方面的卓越贡献。 ３０ 年的实

践更使我们看到这一改革的深远影响，鼓舞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奋力开创老干部工作新

局面。

邓小平同志曾说：“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

部制度的改革。 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今天，当我们纪念离退休制

度建立 ３０年、回顾我国干部退休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看到这一改革带来的深

远影响时，我们不会忘记一大批老同志的功绩，更不会忘记邓小平同志的卓越贡

献。 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伟大践行，才推进我国建立和实施了干部

退休制度，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迈出了重要、关键的一步。

一、深邃的思考

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

边缘，国家百废待兴。 在 １９７７年 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

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

命家重新回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

许多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同志恢复了领导职务。 他们政治坚定、有丰

富的工作经验，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１９７８ 年底召开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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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

伟大转折。 当人们欢欣鼓舞、高唱“祝酒歌”时，邓小平同志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

提出了新的思考。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 ８０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多次在党的重要

会议上反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培养接班人问题，二是建立干部退休制度问题。

关于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同志首先从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出发，

指出其必要性。 他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

才。 这是一个新问题。”同时，他特别强调了问题的重要和紧迫，说：“选拔接班人

这件事情不能拖”，“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对老同志

寄予无限的期望，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重任列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

关于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同志首先指出“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

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自然规律”。 同时，他强调了建立退休

制度的重要性，说：“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

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

一个大问题。”邓小平还提到了问题的紧迫，指出这个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是两个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的问题。 早在 １９６２ 年邓小平

同志就提出过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设想过实行干部离职休养的规定，十年动乱更

使他看到了问题的重要和紧迫。 他说：“要忧国、忧民、忧党啊！”“我们有正确的思

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

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１９８０ 年 ８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

娜· 法拉奇，在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

事情”时，邓小平说：“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

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

制。”他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

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１９７８ 年 ６ 月，枟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

干部的暂行办法枠（国发［１９７８］１０４号）颁布。 这是我国干部退休制度走向正规化、

制度化的开始，我们终于迈出了干部制度改革关键的一步。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中

组部成立了老干部局。 在这之后，中央又相继发出了枟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

的暂行规定枠枟国务院关于公布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的通知枠等一系列

文件。 到 １９８０年，全国 ２９个省（市、区）和当时 ４７ 个国家部委都成立了老干部工

作机构。 １９８２年 ２月，中央颁布实施枟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枠，这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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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制改革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国干部离退休制度正式建

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果。

３０年过去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在各级组织部门、老干部工

作部门和广大老干部工作者共同努力下，老干部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和进步。

在这场深刻的制度改革中，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思考、超人的政治智慧，解决了我们

党多年来想解决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彻底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

度化、正常化，从制度上避免类似“文革”的灾难，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保证国

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同志一贯

坚持的原则。 在倡导和建立我国干部退休制度时，邓小平同志也始终坚持从我国

的实际情况出发，稳步推进，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干部退休制度。

１９８２年，全国还健在的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 ２５０ 万，除少数外，

大部分人仍在工作岗位。 其中一些人已进入老年，精力有限，却仍然担负着各种领

导岗位的繁重工作。 稳步推进退休制度的建立，平稳实现新老干部的有序交替，关

系到我国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 但是，面对当时的实

际情况，有两个问题必须妥善处理：

一是对于大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如何安置好的问题。 这些

人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英勇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

中作出巨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更是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在各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革命功臣，把他们安置好，是党的责任，也是党的干部政策

的要求。 必须从我党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 国发［１９７８］１０４ 号文件

首次提出了“离休”的概念，之后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又进一步明确了离休的

各种政策。 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离休制度诞生了。 大批年事已高的老干部心情

愉快地退下来，得到了妥善安置。

二是如何保证党的事业的连续性，实现新老平稳过渡。 当时我国干部队伍老

化状况严重，但老同志是骨干，一下子全部退下来，会影响党的事业的连续性、稳定

性，也不太现实。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设置“顾问制度”的设想。 １９８１ 年，他提出在

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

５
4



邓小平同志说：“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

的工作。 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１９８２年 ７月 ３０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明确了顾问委员会的性质是

“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对于这个过渡阶段的任务，邓

小平明确是“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一大批党的高

级干部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 在中顾委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任的邓小平说：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

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他明确宣布：“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

这个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始终清醒地认为“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

的应该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同志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意识地选

择了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形式”。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切合实际、稳妥的选择，保

证了党的各项事业的连续和稳定，逐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推进了我国退休

制度的顺利实施。

三、伟大的践行

在我国干部退休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不仅是倡导者、推进

者，也是伟大的践行者。 他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中主动从领导岗位完

全退下来的第一人，体现了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的宽广胸怀和一切以党和国

家利益为重的伟人风范。

从倡导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始终把自己摆在其中。 １９７９ 年

１月 ２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时就说：“顾问制度是我提议的，我自己

愿意以身作则。”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邓小平与党的高级干部谈要带头发扬党的优

良传统，抓紧培养选拔接班人问题时又说：“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

休。 这是真话，不是假话。”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

的事业啊！ 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

题。”这之后，邓小平又多次重申了自己的态度，他甚至说到了退休时间“干到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６年 ９月 ２日，邓小平同志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 分钟”节目记者

麦克· 华莱士采访时，又一次表明了自己退休的决心：“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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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建立退休制度。”“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

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邓小平一次又一

次表明“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

１９８７年，党的十三大尊重邓小平同志的意愿，他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顾委主任，也不再担任中央和中顾委委员，但鉴于党内外意见，仍留任中央军委主

席职务。 邓小平同志戏称为中国式的“半退”。

１９８９年 ９月 ４日，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倾心相谈，希望全部退下

来。 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

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把退休的时间确定在五中全会。 至于退休方式，邓

小平同志说：“从我开始简化”，“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 他向中央的负责

同志做了职务交代，希望新的中央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 “独立思考的集

体”。

同一天，邓小平同志递交了“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进一步表明了他的心

迹：“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他写

道：“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 这对

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 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在这封信最后，邓

小平同志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

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退下来以后，我将

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１９８９年 １１月 ９日，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 退休后，邓小

平同志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方面他“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

活”；另一方面，他仍在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 当年 １２ 月，邓小平同志以一

位退休老人的身份先后会见了日本和美国的访华团，表达了对中日、中美关系的关

注。 １９９２年 １ 月 １８ 日—２ 月 ２１ 日，邓小平同志在家人的陪同下重访了武昌、深

圳、珠海、上海等城市，参观了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了解他一直关注的改革开放事

业，他很高兴：“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邓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等著名论断，再次为他挚爱的祖国和人民

贡献了他的智慧和思想。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结合中国改革

开放的实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作为一代伟人，他的功绩是多方面的，而在废除领

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和推进中国的干部退休制度，培养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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