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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三龄”：年龄、工龄和党龄
■改“两历”：履历和学历
■改“身份”：骗取干部身份

干部人事档案

河北省委通报称，对涉及年龄、学历、党员身
份造假的11名干部，其出生年月、学历、党员身份
不予承认，并相应做出诫勉谈话、党内警告、行政
记过、免职等处分。青海省委通报，对中组部干部
监督局督查的4件涉嫌档案造假的案件全部核查
完毕，对相关单位进行了通报批评，对相关管理人
员给予了纪律处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通报称，对涉嫌档案造
假骗官的 1 名处级干部进行立案调查。据知情
人士说，广西通报的这名涉嫌档案造假干部是从
外省调入的。之前，这名干部仅为副科级，通过
年龄、履历造假“洗档案”后，一跃成为正处级干
部调到广西任职。

干部档案是记载干部基本信息、政治思想、
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工作实绩等内容的文件材
料，是历史、全面地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记者
在多地采访了解到，档案造假在一些政府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中几乎成“公开的秘密”。

2013年4月任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的
王红英，自1991年来3次涂改出生日期，从实际的
1976年3月14日到最后改为1978年12月15日；
轰动一时的河北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档案中
除性别是真的外，姓名、年龄、履历均是假的，其档
案中所盖的90多枚公章，有超1/3是假的。

近年，各地干部档案造假现象屡被曝光，被
群众调侃为“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早、学历
越填越高、身份越造越假”。

湖南省一位基层干部表示，档案造假在当地
并不鲜见，只要将公安户籍和人事档案部门疏通
好，涂改年龄等信息并非难事。有的干部甚至能
将档案涂改“年轻10岁”。

有基层干部说，当前，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
的选拔任用，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多方面都
有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有些条件不够的干
部为了“占位子”“争帽子”，即便明知有暴露和被
查处的风险，依然将“洗档
案”当成火线上位
的“ 临 门 一
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涂改、伪造档案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
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条例中，明确把“不准涂改干部档案，
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
历等方面弄虚作假”，列为“十不准”之一。

尽管各类法规很详尽，但在“权”与“利”
面前，依旧有人想方设法找漏洞、走捷径。

——改“三龄”：年龄、工龄和党龄。2014
年被中组部通报的山西省运城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副主任黄梅芳，其父经人介绍，进入稷山
县委组织部干部档案管理室，将黄梅芳的出
生日期由 1972 年 4 月涂改为 1975 年 4 月，并
撤换了其入团申请书，“一改年轻三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
员刘山鹰说，形形色色的档案造假中，修改年
龄、工龄和党龄最为常见。干部选拔任用、领
导退居二线都有具体年龄限制，很多干部为
争取提拔、延长任期，往往不择手段将年龄改
小，以至于出现部分干部的履历推算结果显
示，读初中时就已参加工作计算工龄等怪象。

——改“两历”：履历和学历。根据中组
部 2014 年的通报，2011 年 11 月从广东省工商
局副巡视员岗位退休的张水生，被查出任惠
州市工商局人事教育科科长期间，分别找人
伪造其两个儿子的学历、工作履历和档案材
料，使两人以干部身份办理工作调动，其中一
人调入惠州市工商局。

一些基层干部介绍，干部档案在履历和
学历上造假，主要出现在跨地区调动前后。
很多干部在参与跨区域干部公开选拔和任用
时，为满足选拔所要求的在基层或某个职级
工作年限、最低学历等条件，往往突击在档案
材料中虚构增加工作经历或者提供假文凭。
跨区域调动中，由于是异地考察，档案审核时
间和力度有限，到新单位上班后也无人知晓
个人真实履历，因此很容易使“整容”后的档
案“瞒天过海”。

——改“身份”：骗取干部身份。根据中
组部 2014 年的通报，广东省梅州市技师学院
副院长钟立，被查出其中专毕业后是事业编
制工作人员进入政府部门，借助其父担任梅
州市中级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其打招呼
后调入五华县委某办公室，违规获得公务员
身份。

专家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为帮助其子女、
亲属进入公务员队伍，捧上铁饭碗，往往采取

“曲线救国”的三级跳：先是冒充已破产或倒
闭国企员工，找关系安排以国企员工身份调
入事业单位，再等待时机通过借调、交流等方
式进入政府机关获取公务员编制。

针 对“ 三 龄 两 历 一 身 份 ”造 假 高 发 乱
象，此次全国性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明
确将干部的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入党
时间、学历学位、工作经历、干部身份、家庭
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等重要信息作为
审核重点。

近年，有关部门严厉查处档案造假案件，
但为何总有人“前赴后继”？专家指出，档案
管理疏松、纠错机制缺乏、造假成本畸低是主
要原因。

——档案管理疏松。记者了解到，干部
档案造假并非难事，只要疏通个别关键环
节就可以轻松实现。在相当部分案例中，
造假人员背后还有“高人”协助，让造假变
得很顺畅。

“每个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各有一个档
案室，级别稍高的干部档案在组织部，一般干
部档案在人事局，满屋子数千份干部档案其
实就一人管，管好办公室不被偷就不错了。”
曾在广西担任基层县委组织部部长的一名干
部说，只要疏通管档案的干部，就可以实现对
档案的修改，包括删除一些敏感信息等都能
轻松做到。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公民居民
身份证是从 1986 年开始编制的，但电子化管
理在 2000 年前后才实现，此前采取的是户口
本与户籍卡片管理，当时要想修改或作伪较
为简单。

——纠错机制缺乏。“现在缺乏对干部
档案造假的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如何
启动调查程序、谁去调查、怎么调查，制度上
都没有这个安排。现在查出来的档案造假
问题，一般都是举报引起社会舆论或者领导
重视了，才会进入调查，而这些调查都没有
固定程序，随意性较大。”一位基层组织部门
的领导说。

——造假成本畸低。有专家认为，干部
档案造假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成本太
低。造假问题一旦被发现，几乎都是党纪处
理，更轻的则可能仅仅是政治前途暂时遇阻。

据相关通报，年龄造假的黄梅芳仅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违
规获取公务员身份的钟立，处分则是免去副
院长职务，按事业编制试用期内工作人员安
排。即便是著名的造假骗官干部王亚丽，也
是因为职务侵占、行贿才被判刑。

专家建议，应建立干部档案数据库并全
国联网，即使干部异地交流也能实现查询；改
变人事档案的“黑箱”化管理模式，推进干部
基本信息的公开化，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同
时加大对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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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统一安
排，目前，各级组织部门
正在对干部人事档案分
级、分批展开系统专项
审核，各级别公务员和
参公管理人员档案均将
纳入审核范围，直接向
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
“亮剑”。

记者采访发现，在
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
履历，将背景材料整体
“洗白”，成为一些地方
干部人事管理的“潜规
则”。在中纪委公布的
2014 年中央巡视组两
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
视涉及的 20 个省份中
15 个省份的整改通报
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
假，其中河北省处理了
11名身份造假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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