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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王敬瑞同志长期在基层从事领导工作，他从内地农村，到祖国边陲青藏高原，从乡、镇、区的领
导岗位，到阳泉市政府副市长，他的领导工作经历了广阔的地域，他对基层的人民群众有着多方面的
了解，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在工作中，他认真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
，被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他的事迹也多次被中央有关媒体宣传报道过。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敬瑞同志把自己多年来在基层领导工作岗位上所获得的弥足珍贵的心得体会，像
珠子似的一颗颗串起来，汇微成巨，写成了这本《芝麻官悟语》，对领导者素养、领导方法尤其是领
导艺术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中的尝试。
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知道，领导艺术是有效领导最富有魅力之所在，是领导科学研究中最精彩动人的部分，同时，
也是领导者感到最难以把握的东西。
在领导实践中，人们常常看到，同一层次的领导者，为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而运用同样的领导条件和
工作方法，但实践效果却大不一样。
有的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事半功倍；有的虽然忙忙碌碌，却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究其原因，很多情况是领导艺术水平的高低不同。
高超的领导艺术，是事业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
    领导艺术，从领导者素质的高度看，是一种技能；从领导过程和领导活动方面来看则属于领导科学
的方法论范畴。
可以认为，领导艺术是领导方法的高级形态，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科学性。
领导艺术，作为各级领导者都应掌握和运用的基本领导技能，虽然同领导者个人的运用技巧关系很大
，但领导艺术并不是领导者个人主观臆造的，而是符合于客观发展规律，遵循一定科学原则的活动过
程。
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领导艺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有时甚至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只要深究一番，便不难看出，真正能称得上领导艺术的领导活动，无一不是立足于一定的客观
条件和客观规律的。
《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谈判”，这是众所周知的运用高超的指
挥和领导艺术取得成功的典型事例。
诸葛亮和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令人钦佩，然而，他们的成功，决不是单纯的冒险，而是对主客观形势
和对方的心理素质、心理活动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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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芝麻官悟语》出自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基层领导者之手，自2002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到2010年已是第
七次再版。
作者王敬瑞曾获得过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的光荣称号，该书便是记录了他在“芝麻官”的岗位
上勇于进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心路历程，该书感悟的核心即是“思索如何靠天靠地靠自己，探
讨怎样做人做事做领导”。
本书应该是属于领导科学学科内的专著，给民众提供了了解官场的另一种可能。
在已经出版的几百部领导科学论著中，本书称不上大作，也不是系统理论，但却充满了针对性，实用
性，可读性等个性特色，不乏精彩之笔与高明之论，很适合初入职场者阅读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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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敬瑞，男，1953年8月生，山西省平定县人，汉族，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现任山西省阳泉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
1979年5月至1981年5月任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那曲镇党委副书记。
1984年1月至1993年2月先后在阳泉市郊区旧街乡、白泉乡、荫营镇任党委书记，1992年12月任区委常委
。
1992年作为全省乡镇党委书记的代表参加了党的十四大。
1993年3月至1995年5月任阳泉市郊区区委副书记，1995年6月至1998年4月任郊区政府区长。
1997年被人事部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1998年4月至2000年7月任阳泉市郊区区委书记。
2000年7月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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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生之春，是身体渐长、知识日增的阶段。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只有在春天耕好地、施好肥、播好种、浇好水，日后庄稼才会茁壮，果实才会丰硕。
人生也是一样，只有扎好根基，学有所成，奋斗才有结果，梦想才能成真。
所以青少年从懂事起，就必须积极向上，经受锻炼，认真学习，充实自己。
在这个时期，如果体质和文化基础都差，且胸无大志、找不到人生坐标，那就犹如禾苗发育不良，势
必影响日后的健康成长。
    人生之春，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起步期。
一代伟人毛泽东，从小就懂得“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他在17岁时就出外求学，立志为民。
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古诗留给父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中表达了他的远大抱负和志向。
青年毛泽东从县城到长沙，从家庭到社会，求知求学，寻觅真理，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
他提出的“体魄自强，道德自律”的思想在当时很有影响。
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就树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宏愿，开始走上了漫长的革命之路
。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就较早地脱离了家庭的束缚，胸怀壮志，孜孜以求，长期奋斗，才使他成为一代
伟人。
    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们常说的花季少年、豆蔻年华，就是说青少年如同春天的花蕾，含苞待放，生机无限。
青少年时期思想活跃，记忆力好，接受新鲜事物快。
所以，一定要珍惜光阴，勤奋用功，锻造优秀品德。
无数事实证明，抓住了春天，就抓住了希望，抓住了未来。
一般来讲，青少年时期只要打下良好基础，将来的路子会越走越宽，取得的成果也会越来越多。
想要成就事业，不虚度你的一生，那就请你紧紧抓住人生之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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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些好心的人对我说，现在不要出书，看有什么负效应。
我总这样认为，有些事情不能过多地考虑结果，而过程往往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出版后的效果如何我倒不很在乎，恰恰是它的写作过程我觉得很有意义，它逼着我想了不少问
题，看了不少资料，学了不少知识，悟出了不少道理。
对我来说，这个学习提高过程可能更有价值。
《芝麻官悟语》这本集子终于完成了。
不管别人怎样评说,我还是爱不释手,因为它毕竟是我多年实践与思考的结果。
    说实在的，我过去并没有写书的愿望。
即使是偶尔想过将来把自己一生的得与失、苦与乐记录下来，总认为那是退休后的事情。
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萌生了整理书稿的念头。
那是 1995年11月，我在省委党校短训期间，把一份在全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三万字的讲稿，交给我
的老师——山西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刘树信教授，请他指点。
刘老师对此讲稿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从多年的实践中悟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很有价值。
刘老师最后叮嘱道，要能把这些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整理成书，那就更有意义了。
我当时还是那个想法：写书，那是将来的事。
刘老师却说，边整理，边实践，整理中总结，实践中提高，既有利于指导工作，又有益于丰富自己，
何乐而不为？
    从1996年初，我开始整理书稿，断断续续已经6年多了。
写一阵，停一阵，忙了就放一放，稍有一点空，并且心情好时就抓紧动笔。
大多数时间是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平时则利用时间的边角料，中午、晚上以及出差、会议的间隙，
挤出个半小时，或构思，或起草。
有时灵感来了，半夜还爬起来写上几句。
什么都怕坚持，只要自己感到有兴趣就能坚持下来。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
我每天都处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之中，经济指标、企业发展、公益事业、日常事务常萦绕脑际，要挤一
点时间思谋写书，确实十分艰难。
好在我回到区里担任副书记后，就养成随身携带一个方寸小本的习惯，凡认为对自己工作有价值的观
点和感悟，都草书其上，日久天长，便纳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库”。
后来担任区长，接触的各方人士多了起来，名片似雪片一样装在我的衣袋里。
我的一大发现，就是名片背后可以随时记载自己的种种感悟。
写书的第一手材料就这样靠这些本子和名片积累了许多。
    我读初中、高中时正值 “文革”时期，文化基础不扎实，虽然后来上过两年省委党校，但写起东西
从古至今，最难当的官是“七品芝麻官”。
我多年工作在“芝麻官”的岗位上，有所感悟，也积累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但与资深的领导者相比，
我仍然是个小学生，这本集子就算作我的一个“阶段总结”吧。
对于这份“作业”中的不妥之处，十分希望读者朋友评判指正。
    本书附录中“难忘经历”部分，目的有两个：一是想作为资料保存并经常鞭策和激励自己；二是便
于读者从中了解笔者，以印证书中的一些观点。
    我衷心感谢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稿的同志们。
山西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涂荫森和山西省委党校教授、我的老师刘树信亲自审阅书稿，提出了宝
贵意见。
我的同事赵佩龙、我的老乡郭玉珠、我的同学张峻参与通篇整理、修改，留下了重重的笔墨。
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
同时，对编写过程中曾阅读、借鉴、参考过的所有著作、文章的作者表示诚挚谢意。
　    2002年6月于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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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芝麻官悟语》出自一个基层领导者之手，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修养又有方法的一位县委书记
的集中写照和心声直白。
《芝麻官悟语》作者王敬瑞曾获得过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光荣称号，现任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来在基层领导工作岗位上所获得的弥足珍贵的心得体会一一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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