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 的 文 献 2 0 2 4 年 第 6 期                                           

 LITER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文章编号 ] 1005 - 1597（2024）06 - 0067 - 08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对人才工作的认识与思考

■ 张 锋

[ 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围绕党的人才工作提出了许多思想深刻的论述和见解。主要体现在：

第一，他在直面新中国人才高度紧缺的严峻现实的基础上，将人才与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科学技术和建

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次强调人才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极端重要性。第二，基于对调动一

切积极因素为我国建设事业服务的深刻认识，他主张立足当下，在“团结、教育、改造”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旧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第三，他以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反复强调要抓紧培养自己的人才，并重视办

好学校，同时重视青少年人才和妇女人才的培养。第四，他立足新中国发展实际，强调人才培养要坚持政

治和业务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些指导性意见和建设思路为新中国人才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指明了

方向，也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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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才工作。作为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对人才工作

的重视贯穿其整个革命生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他就曾指出，必须“有计划地提高战士

们的军事技术”，重视“专门技术人才的养成，

如机关枪手、高射机关枪手，炮兵、工兵、通信、

化学专门人才”。［1］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立

足中国国情，强调“众多的人口，是我国最大

的生产力，是我国最宝贵的财产”，必须加以“充

分地合理地利用”，使“人尽其力”。［2］他对

新中国人才工作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提出

了许多思想深刻的论述和见解，为新中国人才

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关于新中国人才工作的高度紧迫

性和极端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正如朱德指出的，“我们是在遗产很少的基础

上建立社会主义家业的”［3］。要把国家建设好，

［1］《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6、147 页。　

［2］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39、340 页。　

［3］《朱德选集》，第 337 页。 　

必须依靠人才。但在旧中国，科学技术落后，

经济发展缓慢。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具有大

学以上学历的科学技术人员只有不到 5 万人，

整个国家几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面临着

惊人的人才缺口问题。对此，朱德用“我们的

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4］的“两个这样”

的表述，突出表达了对新中国面临的人才特别

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窘境的忧虑。在直面新中

国人才高度紧缺的严峻现实的基础上，朱德将

人才与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科学技术和建设

现代化的国防军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次强调人

才对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一）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推进国家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

业国，是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

基础性任务和战略目标。早在 1949 年 7 月 1 日，

朱德在参加北平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

年大会时就指出，革命胜利后，“更伟大、更艰苦、

更复杂的任务还在前面”，“我们应当在伟大

的经济建设中，把我们的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

［4］ 《朱德传》（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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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只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

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我们民族的独立自主

才有基础，我们人民的生活幸福才有保障”。［1］

推进国家工业化、搞经济建设，必须要有一大

批掌握工业技术的人才。为此，朱德大力倡导“学

习技术，尊重技术，掌握技术”［2］，强调“依

靠技术建设国家”［3］。1949 年 6 月，他在天津

市解放后首届工程师节纪念大会上指出：“中

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而且富于智慧，华北和

东北有较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的基础，

还有一部分有学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和

熟练工人，这些都是我们从事建设的既有的优

良的条件”，他勉励工程技术人员“把一切技

术贡献给人民自己的国家”。［4］

（二）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

朱德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1949 年 6 月，他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科

学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要

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诸位都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很大力量”，要“团

结起来”，“自力更生”，“使我们的国家很

快地变为一个科学的新中国”。［5］1950 年 8 月，

他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

开幕式上重申科学的重要性，指出：“自然科

学工作一定要同全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

国防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发展自然科学

是 个 极 为 重 要 的 条 件。”［6］1955 年 12 月 至

1956 年 4 月，朱德率团出访罗马尼亚、民主德国、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和蒙古等国。

他强烈地感受到，“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技术”，

［1］《北平“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讲词　朱总司令的讲

词》，《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3 日。 　

［2］《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01 页。  　

［3］《朱德选集》，第 273 页。　

［4］《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35-1336 页。　

［5］《全国首次科学会议筹备会在平开成立大会  朱总

司令号召科学界要与工农团结起来  建设新中国》，《人

民日报》1949 年 6 月 20 日。 　

［6］《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87 页。 　

“要掌握最新技术成就，才能使我国的经济迅

速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7］在此基础上，

朱德深刻指出：“技术干部问题是关系到整个

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8］，强烈呼吁对各

类人员加强科学技术培养，加快对科技人才的

培育和塑造。为了更好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

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积极培养各种有文化、懂

技术的人才。朱德将掌握和创造科学技术的知

识分子视为支撑新中国发展的珍贵资源。他指

出，由于当前“我国的知识分子为数很少”，

因此“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知识和业务知

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9］，要求对

他们高度重视和倍加珍惜，给予应有的尊重和

关爱，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三）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需要

国防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武力保障。随着新

中国的成立，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这个重

大课题被突出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新中

国国防和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对

军事人才的培养尤为关注。1949 年 9 月，他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时郑重提出：“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现代

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

军队。”［10］这就明确将现代化作为新中国人民

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提了出来。1950 年

8 月，他还专门为人民解放军题词：“建设现代

化的国防军，反对侵略，保卫和平！”［11］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过去基本上是单一的步兵类型的

部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空军、海军、装甲

兵等军兵种建设步伐加快，这些新军兵种对人

才的技术素养要求很高，而在当时的条件下，

短时间内相关人才难以较快地培养训练到位，

因此，技术人才的高度缺乏成为推进新军兵种

发展的明显短板。朱德深知，实现军队现代化

的重要前提和关键要素是实现军队人才的现代

［7］  《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538、1539 页。 　

［8］ 《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545 页。 　

［9］ 《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19 页。　

［10］《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发

言》，《人民日报》1949 年 9 月 25 日。　

［11］《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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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他将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化军事人

才置于军队建设的优先地位，认为“没有一支

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干部

队伍，军队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1］，“如果

不能掌握复杂的武器技术和学会指挥诸军兵种

的联合作战，就不能战胜敌人”［2］。为此，

1950 年 10 月 1 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周年的阅兵式上，朱德号召全体指战员“毫

不满足地认真学习，熟练掌握新的技术，学会

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本领，提高现代军事科学和

指挥艺术的水平……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

国防军而奋斗”［3］。1954 年 4 月，朱德在出席

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的国家考试活动时再次强

调：“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

应的军事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是不可能的”，为此

他强烈要求各学院、各学校“应明确认识自己

在国防现代化的建军任务中所负培养干部的重

大责任”。［4］

二、关于在“团结、教育、改造”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旧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

针对全国范围内人才严重匮乏的实际状况，

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旧人员处

理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对于国民党的旧

工作人员”，除了“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

其他“只要有一技之长”，“一概予以维持，

不要裁减”。［5］这为合理妥善地使用旧人员中

的各类专业人才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也充

分彰显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在人才政策上的高度

开放性和广泛包容性。朱德主张“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来为我国的建设事业服务”［6］，他认为，

［1］《朱德传》（修订本）（下），第 757 页。　

［2］《朱德选集》，第 305 页。　

［3］ 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人民日报》

1951 年 10 月 2 日。　

［4］《朱德选集》，第 326 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 1 册，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4 页。　

［6］ 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编写《朱德大辞典》，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5 页。　

“对于旧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公教人员等，

除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以外，都应该予以使用和

信任”，“经过团结、教育、改造”等环节的

工作，使他们“变为有用的人”，从而实现“把

他们都充分地调动起来”以更好建设我们的国

家这一根本目的。［7］

（一）充分挖掘和有效发挥旧专业技术人

才在推进国家工业化中的作用

为应对推进国家工业化对干部的迫切需求，

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定，强调“统一调配干部，

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

以解决工业建设及其他方面迫切需要的干部问

题，这是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并提出要加强对原有技术人员的“政治、思想

教育工作”，“积极发挥其技术专长的作用”。［8］

朱德以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才结构状况的深

刻洞察与准确认知，也提出必须立足当下，积

极巩固好现有的人才资源这个“基本盘”，对

原有各类专业人才给予充分合理的使用，及时

打消和解除他们思想与精神上的顾虑，杜绝一

切人才废置、弃置等现象的发生。

朱德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明确表达了合理使

用好现有专业技术人才的高度必要性和空前紧

迫性。1950 年初，他在出席机械工业会议时指

出，在当前这样的人才严重紧缺情况下，如果

对本已经十分有限的专业技术人员“再使用不

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贡献力量给国家”，

那么“对我们的工业建设将是一个不可补偿的

损失”。［9］同年 5 月，他在全国钢铁质量会议

上进一步表示，“要团结现有人员”，“发挥

每个人的长处，把生产搞好”。［10］1951 年 9 月，

他就 1952 年的工业生产计划提出若干意见，其

中特别强调，在目前情况下，要“充分发挥现

有的工程技术人员、熟练工人的作用，扩大生

产”［11］。新中国成立后“几年来的经验证明，

［7］   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编写《朱德大辞典》，第 298 页。　 

［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1 年版，第 488、490 页。　

［9］  《朱德传》（修订本）（下），第 785 页。

［10］《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77 页。　

［11］《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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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技术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过来为

人民服务的”［1］，他们是新中国人才体系的有

机组成部分。

（二）教育改造原国民党军队中的技术人

才，以用其长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和中

央军委审时度势，开始筹划建立空军、海军等

技术军种。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目

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明

确提出 1949 年及 1950 年“争取组成一支能够

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2］。

人民空军、人民海军在创建之初，其主要人员

基本上是从陆军系统调配，专业的空军、海军

人才明显匮乏，几乎是从零起步。此时原国民

党空军、海军技术人员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

人才资源。

朱德认为，经过教育改造后的原国民党空

军、海军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实现为我所用，从

而为尽快建成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和

人民海军提供人才支撑。他要求从政治的高度

充分挖掘和科学利用好这部分十分宝贵而特殊

的 人 才 资 源。1950 年 3 月， 在 空 军 政 治 工 作

会议上，朱德明确将充分利用好原国民党空军

中的技术人才定位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他

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从国民党那里过来

了大批的技术人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

大的政治任务：很好地去争取和改造他们”，

“如果我们认真地做好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量 才 使 用， 对 空 军 事 业 的 发 展 是 有 相 当 帮 助

的”。［3］一个月后，朱德在空军参谋工作会议

上再次强调，对空军中的起义和接收人员，“要

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和作

风，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经过团结教育改

造工作，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专业作用，“把他

们之中表现好的升为助教，并号召我们的同志

也向他们学习”，“使他们和我们一起来建设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第 490 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26 页。　

［3］《朱德军事文选》，第 719 页。　

新中国的空军”。［4］对待海军方面的人才也是

如此。1949 年 10 月 10 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

致电起义的国民党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

全体人员，在对他们英勇起义行动表示祝贺的

同时，对他们在新中国海军建设中发挥作用寄

予了殷切期望，明确表示希望他们“努力学习，

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和完成解放中国全

境的伟大事业”［5］。

三、关于现代化人才的自我培养

在利用好旧人才的同时，还要积极培养出

新人才，这是从根本上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人才

队伍的关键所在。为此，朱德以深谋远虑的战

略思维，反复强调要抓紧培养自己的人才，要

求重视办好学校特别是军校，还特别关注青少

年人才和妇女人才的培养。

（一）抓紧培养自己的人才

新生的共和国各方面条件都还比较薄弱，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完全实现人才的自我培养并

不现实。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新

中国的人才培养和建设给予了多方面的大力支

持，为我国人才工作的开局提供了重要外部帮

助。朱德在充分肯定外部支持必要性的同时，

强调要不断提升人才的自我培养能力，把人才

培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充分掌握在自己手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

石政权常利用空中优势对大陆进行袭扰。新中

国对防空人才的需求极为强烈。1950 年 1 月，

朱德在给解放军防空学校领导的复信中强调，

无论教员、学生都“应向苏联同志学习”，但“更

希望你们自己努力学习”，“要长期打算”，“不

仅办高射炮班，并且要办重炮兵学校、山野炮

学校及其他炮兵训练班”，与此同时，还要“造

成许多炮兵专科教员”。［6］朱德的意思很明确，

要认真做好统筹谋划和全面布局，以实现两个

方面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是尽快形成新中国多

维度、立体式的防空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加强

各种类型防空人才的培养，为共和国的防空事

［4］《朱德军事文选》，第 723 页。　

［5］《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53 页。　

［6］《朱德军事文选》，第 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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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输送大量优秀人才；二是在此基础上，努力

在更高层面上尽早造就一支我们自己的、致力

于培养防空人才的优良师资队伍，从而形成新

中国自主的、强有力的防空人才培养链条，以

此不断增强新中国的国防特别是防空军事实力。

针对我国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整体现

状，朱德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抓紧自己培养。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视察石景山钢铁厂时，

对驻厂的几位军代表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

们都是打仗的，懂得放枪放炮，不懂得炼铁炼

钢；现在要搞建设，不懂怎么成呢？国内外的

敌人看着我们，他们算定我们搞不成。怎么办

呢？就要学习，向老工人学习，向技术人员学

习，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

学，只要钻进去，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们

就能变成搞钢铁的行家。”［1］在 1950 年 2 月召

开的机械工业会议上，朱德要求通过“新”“老”

人员共同成长进步，来大力造就工业技术人才。

他强调：“必须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技术工

人和技术人员，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技术，号

召老干部学习技术。”［2］1952 年，他在对第一

个五年计划提出建议时专门强调，要“在大量

聘请苏联专家的同时，抓紧培养我们的工程技

术人员”［3］，努力使新中国工程技术人才实现

可持续发展。为了造就更多的工业技术人才，

1953 年 7 月，朱德在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

要求，必须切实担负起“培养大批德才兼备、

体质健康的工业建设干部的责任”［4］。

（二）重视办好学校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朱德长期领

导军队工作，本身又是中国近代三大著名讲武

堂之一——云南陆军讲武堂“科班”出身，对

办好军校、抓好军事人才教育培养尤为关注。

1950 年 11 月，朱德在全国首次军事学校工作会

议上指出，回顾人民军队 20 多年发展历程，“军

事教育从未间断过，如军事学校、教导队、训

练班、军事队、政治队等”，“培养了许多干部”，

［1］《朱德传》（修订本）（下），第 735 页。　

［2］《朱德传》（修订本）（下），第 785 页。　

［3］《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42 页。　

［4］《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52 页。　

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人才

支撑，必须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在原有的基

础上提高”。［5］

朱 德 认 为， 在 新 的 形 势 下， 军 校 建 设 要

走在军队建设的前面，强调“学校教育要正规

化，只有在学校里学了出去才能正规化”［6］，

“建设正规化的学校，培养训练干部，是我们

国家当前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

任务”［7］。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

动荡战争环境的制约，“过去的干部是从兵中

来的”，这种做法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在新中

国成立后的新形势下就不能简单复制和沿袭，

而必须对干部人才的来源与产生方式切实加以

改进，“今后要有知识的经过学校培养的人才

能行”，要“靠干部去教战士，要培养干部”，

只有这样才能胜任现代化军事斗争对知识与素

质的更高要求。［8］1951 年 9 月，朱德在第二次

全国军事学校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办好

学校是建设军队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只有

好的学校才能给我们培养训练出好的干部”。［9］

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正规化的军事教育为人民

军队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推进军队现代化和持续提升部队战斗力。

朱德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对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加快军事院校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推

动作用。

（三）重视青少年人才和妇女人才的培养

朱 德 以 深 邃 的 战 略 眼 光 高 度 重 视 青 少 年

人才的培养，把他们作为推动新中国发展朝气

蓬勃的重要力量，殷切希望“新的一代青年都

真正成为能文能武，样样精通的新中国建设人

材”［10］。1950 年 6 月 1 日，他在首都“六一”

儿 童 节 庆 祝 大 会 上， 勉 励 小 朋 友 们“ 努 力 学

习，学会各种科学知识，并把身体锻炼强壮，

［5］《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95 页。　

［6］《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55 页。　

［7］   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编写《朱德大辞典》，第 83 页。　

［8］  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503 页。　

［9］   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编写《朱德大辞典》，第 233 页。　

［10］《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次代表大会揭幕　朱总

司令讲话原文》，《人民日报》194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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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将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把贫穷的落

后的中国变成有高度文化的强大工业基础的中

国”［1］。1951 年 7 月，朱德在出席中华全国学

生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闭幕式时，要求广大青年

学生作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后备力量”，一

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同时“学习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

各种科学知识”，“学好本领，准备力量，参

加建设我们这个伟大、可爱的祖国”。［2］1953

年 11 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开幕式

上，朱德再次呼吁，要加强对青少年人才的培

养，积极“引导全国的少年儿童立志做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劳动者”；同时提出，“培

养和教育新生的一代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

任务”，希望大家“能以最大的热情来担负这

个工作”。［3］朱德还十分关注军队青年人才的

成长。1950 年 10 月，他在出席解放军全军青年

工作会议时提出，“青年在文化学习以及新的

军事科学技术的学习中，要起先锋带头作用”，

要着力“培植千百万个青年战斗英雄”。［4］

与此同时，朱德也十分关心和尊重女性人

才的发展。他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为广大妇女

的成长成才和价值实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一大批优秀女性已经或即将在新中国建设中崭

露 头 角。1952 年 3 月 8 日， 在 首 都 各 界 庆 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上，朱德热情鼓励新

中国女性在国家建设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施

展才能，充满信心地期待新中国的女性队伍中

“出现各种专门人才，出现许多科学家、设计师、

工程师等”，勉励广大妇女“努力学习，不断

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掌握新的技术，并且参

加到实际斗争中去”，为新中国的建设一展身

［1］《朱德副主席向儿童节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

1950 年 6 月 2 日。　

［2］《朱德副主席讲话全文》，《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28 日。　

［3］《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开幕  朱总司令号召引导少年

儿童立志做社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建设者》，《人民日报》

1953 年 11 月 3 日。　

［4］《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93 页。　

手，积极地贡献“智慧和创造性”。［5］同日，

朱德在出席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三八”

起飞典礼时，再次表达了对新中国大批优秀女

性人才的涌现所持有的坚定信心，热切相信“中

国妇女在祖国建设事业的各种岗位上应当出

现各种专门人才”，并指出这也是“中国妇女

彻底解放自己和参加祖国经济建设最实际的步

骤”。［6］

四、关于人才培养的原则

朱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立足新中国发展实际，准确把握人才的成长特

点，提出了科学的人才培养原则。

（一）坚持政治和业务相统一

朱德认为，人才的培养必须遵循政治和业

务相统一的原则，他形象而直观地提出了“政

治加技术，才能百战百胜”［7］的人才培养思路，

广泛宣传党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观。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朱德就谆谆告诫：“一

个人，如果不能在思想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能

在业务上每天追求进步，他一定是做不好任何

工作的”，因此，“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政策，拿来

和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8］在朱德看来，在

政治和业务两者中如果有任何一方面的缺失，

对人的成长进步都会产生重大制约性影响，特

别是一个人如果“政治思想不进步，那么尽管

他学了再大的本领，也是没有用处的”［9］。为

此，他要求一定要坚持政治修养和业务能力“双

提升”。针对不同专业特长和类型领域的人才，

朱德都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政治和业务相统一

的要求。比如，1949 年 10 月，和参加第一次全

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谈话时，朱德要求

大家必须“好好学习政治”，同时“学习先进

的公安工作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担起这

［5］《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24 页。　

［6］《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24 页。　

［7］《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61 页。　

［8］ 《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    朱副主席讲话》，《人

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5 日。　

［9］《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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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重担子”。［1］1950 年 1 月，在出席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成立大会时，朱德对新形势下文艺人

才的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首先“要有正

确的政治方向”，在此基础上“还要有高度的

艺术水平”，实现“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2］

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更是对肩负

共和国安全重任的军队人才提出了严格要求，

把“必须有高度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3］作为

保证和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基石。朱德认为，始

终注重政治性与专业性的紧密结合，是长期以

来人民军队能够一直保持旺盛革命斗志和强劲

战斗力的重要因素。1950 年 3 月，他在出席空

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强调：“不仅要保证空军的

成员忠实可靠、勇敢坚定，还要保证他们学会

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4］同

年 12 月，他在全军第一次宣传、教育、文化工

作会议上指出：“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文化的教

育，是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是巩固与发

挥部队战斗力的源泉，是我们争取胜利的重要

武器。”［5］1951 年 9 月，朱德在海军第一次政

治工作会议上，再次要求政治与业务相结合，

并就海军政治工作提出了“两个保证”的目标

任务：“保证党的领导，要使全体人员具有忠

于人民、忠于祖国的思想和严格的革命纪律性”；

“保证全体指战员学会现代化的海军技术”。［6］

这就为加强海军人才建设，推进海军的现代化

指明了方向。1954 年 4 月，朱德在解放军总高

级步兵学校干部会上要求大家，不但“在军事

学识上要不断进步”，而且“政治思想上也要

不断进步”，只有这样“才是我们党所要求的

德才兼备的干部”。［7］当月，他在出席解放军

军事学院举行的国家考试活动时，对“干部必

须是有德有才”进行了详细阐释，即“必须忠

心耿耿地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努力学

［1］《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54 页。　

［2］《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62 页。　

［3］《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01 页。　

［4］《朱德选集》，第 275 页。

［5］《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97 页。　

［6］《朱德选集》，第 299 页。　

［7］《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73 页。　

习，使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

必须“有现代化军事科学知识和为掌握现代化

军事科学技术所必需的文化水平，并能掌握业

务，富有革命事业心”。［8］朱德关于“干部必

须是有德有才”的人才观，对于开展新中国人

才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发现、

选拔和锻造人才，一直是我们党大力贯彻实施

的人才培养方针。朱德大力倡导学用一致的人

才培育模式。

1950 年 10 月，他在出席我们党创办的第

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开学典

礼时，要求学校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坚持和

贯彻教学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并强调这是

“最科学、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也是培养各种

实际建设工作干部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而且

已经得到时间和实践的充分检验，“中国和外

国、过去和现在的经验都证明，这个方法是正

确的”。［9］朱德关于教育活动必须坚持教学与

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对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

的新中国高等学校开展人才培养活动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朱 德 认 为， 人 才 培 养 的 根 本 目 标 指 向，

就 是 使 人 才 能 够 在 实 践 中“ 发 挥 其 最 大 的 作

用， 使 各 人 都 能 真 正 尽 他 的 能 力 做 实 际 的 工

作”［10］。1950 年 1 月，他在出席铁道部 1950

年全国工程政治工作会议时，提出“工程师和

专家要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发挥力量，充实

自己”［11］。工程技术人才只有深入到一线、到

人民群众中施展专业才华，才能有效发挥出人

才的实际功能与作用。1951 年 9 月，在第二次

全国军事学校工作会议上，朱德就军事人才的

培养明确指出：“在教育计划的贯彻执行中，

要注意学用一致，要适合军队建设的需要，不

要军队搞一套，学校又搞一套。”［12］朱德要求，

［8］  《朱德选集》，第 326 页。　

［9］  《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92 页。　

［10］《朱德选集》，第 50 页。　

［11］《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364 页。　

［12］《朱德年谱》（新编本）下卷，第 1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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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学习与应用的紧密联系作为开展人才培

养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以用促学，使学习的内容能够真正对接、积极

服务、紧密应用于实际。朱德倡导的这种学用

一致的人才培养观，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确立

了基本原则和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怀着实现国家强盛、

人民幸福的强烈期望，以及对人才成长和培养

事业发自内心的关心支持，立足中国现实国情，

深刻思考民族未来，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对人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和建设思

路，为新中国人才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谋篇布局、

设计蓝图并积极推进实施，充分彰显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才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重大问题上的远见卓识，也为我们今天

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历史启迪。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

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推进路径研究”的阶段性

成果，项目编号为 23ZDA013）

〔作者张锋，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研究员，江苏扬州 225009〕

（责任编辑：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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