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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6月14日，建党90年来一直不
挂牌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
次揭开“神秘”面纱。

这一天，继中纪委、中联部
先后举办开放日活动后，中组部
敞开大门，迎接来自 50 个国家
的 54 名驻华高级外交官造访。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专家
谢春涛注意到了这90年来的第一
次。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在建党90
年之际开展这一系列开放日活动，
不仅表达了对党务公开的决心，更
体现出对“公共外交”的重视。

“力求开放、透明，这在党的建
设史上必然是一件大事。”谢春涛
认为，其意义重大，影响也必深远。

“期盼已久的事情”

看到中共两位高级领导干
部的受教育培训情况在展板上
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意大利驻
华大使严农祺连称“难以想象”，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每
年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进行各
种能力培训”。

中组部在哪儿？即便是一位
地道的老北京，恐怕也回答不出
如此简单的问题。

西长安大街 80 号院，一栋
方正的办公楼矗立在高楼大厦
之中毫不起眼。它的门前没有任
何牌匾，只有旗杆上红旗飘扬。

6 月14 日下午，它“神秘”的面
纱终于轻轻揭开。来自 50 个国家
的54 名驻华高级外交官走进中共
中央组织部，国内民众都难以接触
的信息，在这些外交官们面前原汁
原味地展现出来。

参加当天开放日活动的多
位驻华高级外交官丝毫不掩饰
内心的喜悦，他们说，“中组部真
诚地对外敞开大门，有助于世界
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组织、干部和
人才工作，了解中国共产党，这
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

这一“期盼已久的事情”，在
中共90 年党史中是第一次。

建党 90 周年之际，中联部和
有关部门联合开展“走进党的部
门”系列开放日活动。继中纪委、中
联部之后，中组部被确认为第三
站。

中共如何选拔任命干部？在中
组部办公大楼的展览中，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流程、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公开招聘中央企业高管人
员、引进海外人才“千人计划”、基
层党建手机信息系统、组织工作满
意度民意调查等内容不一而足，外
交官们无不停下来细细品味。

看到中共两位高级领导干
部的受教育培训情况在展板上

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意大利驻
华大使严农祺连称“难以想象”，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每
年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进行各
种能力培训”。

参观“12380”举报平台，则让
西班牙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
格拉特恍然大悟，“我终于知道
中组部是如何确保选人用人公
平公正的了，他们对举报信息的
收集、处理是一个严密的体系，
怪不得‘12380’的名气这么大。”

“没想过外国记者也

能来这里”

各路记者们面对中联部副
部长艾平咄咄逼人，连连发问：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发
生了很大改变？”“苏联解体后，
社会主义的未来在哪里？共产主
义的未来在哪里？”

惊讶于中共开放姿态的，并
不只有这些外交官。就在此前的
6 月 10 日，在风景迤逦的昆玉河
畔，近 40 名境外媒体记者和 20
余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外籍
员工，作为中联部首次向境外媒
体开放的幸运儿，刚刚在中联部
领略过中共党际交往风云。

俄罗斯新闻社的驻京记者卡
申来华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尽管以
往经常出入外交部，但却始终不曾
来过中联部。当他站在中联部的办
公大楼内时，由衷地感叹，“真没想

过外国记者也能来这里”。
此前，中联部曾先后面向北京

市民和部分网友开放，但从未面向
境外媒体开放。

站在中共党际交往历史图片
展前，《印度时报》记者赛伯乐看到
了与印度有关的历史照片，禁不住
感叹，“原来，印度的政党与中国共
产党早有交往。”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历史
图片展，旨在呈现中共对外交往
的历史脉络。

“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
同志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签字仪式。为祝贺斯大林七十
岁生日，毛泽东此行携带了丰厚的
礼物，其中有山东的白菜、北京的
萝卜、江西的橘子和河北的鸭梨，
简直就像坐火车走亲戚一样。”

图片讲解员幽默的介绍令
外国记者们忍俊不禁，但有些

“如饥似渴”的他们并不仅仅满
足于开心一笑。有备而来的各路
记者们面对中联部副部长艾平咄
咄逼人，连连发问：“近年来，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发生了很大改变？”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的未来在
哪里？共产主义的未来在哪里？”

跟“拒绝神秘”的中联部一
样，艾平的回答，赢得了来访者
的一致高分评价。

“了解今日中国的钥匙”

“如果想深入了解今日中
国，我想这个钥匙就是了解中国

共产党，要想对今天中国的事情
作深入报道，也离不开对中共活
动的报道。”

“如果想深入了解今日中
国，我想这个钥匙就是了解中国
共产党，要想对今天中国的事情
作深入报道，也离不开对中共活
动的报道。”在中联部6月10日开
放日当天的座谈会上，中联部副
部长艾平的如是回答获得现场
外媒记者一致认同。

当然，这也与中共中央机构
长久以来的“神秘”有关。即便是
有着中国共产党“外交部”之称
的中联部，在1971年之前，其办公
大院的门口也并未挂有“中共中
央外联部”的牌匾，只有简单的
门牌号码。中联部官方资料显
示，当时中联部的工作内容对外
界也是保密的。1971年，周恩来总
理亲自批示挂牌，“中联部”的名
字才逐步为外界所知。

不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
交部”，以党际外交为使命的中联
部并不甘心做一个低调而又神秘
的部门。近年来，这个部门正在通
过多种途径“去神秘化”。

“我们日常接触到有关中联部
的信息不多，你们是想做个‘低调’
的部门吗？”今年4月1日，来自人民
网、新华网等网站的40余位网友参
加中联部开放日活动，其中一位网
友如此发问。

中联部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回答，“中联部希望做一个开放
的部门，也希望自己的工作内容
能够被中国的公众所了解，这次
举办开放日活动，就是想回应社
会的关注和关心，增进相互理
解。

事实上，在党的90 年历史上，
中联部也是首个面向公众举行开
放日的中共中央部门。2007年9月，
十七大前夕，中联部邀请60名北京
市民走进中联部大院参观，并现场
观看了一场外事活动：中联部部长
王家瑞会见捷克社民党代表团。

中联部开放日的示范效应很
快显现：2007年秋天的首次开放日
活动之后仅仅两天，中纪委即邀请
了境外媒体走进大门“探秘”。这也
成了中纪委的新传统，今年4 月12
日，又有包括 13 个大使在内的高
级外交官“走进中纪委”。

中共中央党校也不甘落后，
去年，它首次面向驻华使节开
放。至于一向不面对公众开放的
中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在
今年 5 月 31 日，也迎来了首批前
来造访的中外媒体。

建党 90 年之际，“走进党的
部门”等系列开放活动正如一缕
春风，送来扑面的清新之气。

去神秘化，
党的部门对“外”开放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以“走进党的部门”系列活
动为信号，在建党90周年之际，
我国公共外交事业正在提速。

中共中央党校去年邀请近
70位中外记者、110多个国家的
120多位驻华使节入校参观。在
参与接待和接受采访的过程中，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专家谢
春涛强烈地感觉到，“外界对中
央党校的了解远远不够”。

“外国记者的提问，无不是
围绕中央党校的培训内容、课程
设置、授课方式等基本问题展
开。”谢春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说，在很多外媒记者的心目
中，中央党校的课程内容既传统
又老套，授课方式则既僵化又落
后。“但实际参观课堂、体验授课
后，这些误解自然而然就消失
了。”

确切地说，这一误解与历史
的沿革不无关系。上世纪80年
代，中央党校还是一个在地图上
没有标识、在查号台没有登记电
话的保密单位。但20多年过去
了，如今的中央党校早已由封闭
式教学改为开放式办学，并已与
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
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学术合
作关系。党校的神秘色彩日渐弱
化，国际化形象日渐鲜明。

在谢春涛看来，中央党校在
开放前后的遭遇——— 因不了解
产生误解、以了解消除误解，这
一过程其实也是中共乃至中国
遭遇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日益
壮大的中国国际影响力日增。但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
种原因，西方公众仍在不同程度
上对中国存在不了解、不理解、
不信任，甚至反对的声音。

“这些误解，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不了解所致。因此，中共的
系列开放之举必然会增强外界
对中共的了解，并在了解的基础
上推进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消
除误解。”谢春涛坦言，类似中组
部、中共中央党校等开放活动，
首先体现出中共推进党务公开
的决心，在党内公开、国内公开
的基础上推进向世界各国政党
各国民众的公开，充分展现一个
团结奋进、民主革新、正大光明
的政党形象；其次，这一系列开
放活动还蕴含着另一层重要意
义：全方位推进“公共外交”。

党际外交、公共外交、民间
外交素来被认为是政府外交有
益而重要的补充。眼下，公共外
交的广泛开展则具有时代的紧
迫性，因为公共外交在很大程度
上即直接面对公众。也正因为如
此，谢春涛说，虽然“公共外交”
概念在国内提出的时间并不长，
但各级各方面的重视程度都很
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党和国
家领导人在出访期间通过演讲、
接受媒体采访、举行记者会、与
出访国民众交流等各种形式，深
入浅出地阐述中国政府在重大
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增进国际社
会对中国的认识，这都是公共外
交的价值体现。

中央党校党史

研究专家谢春涛：

我国“公共外交”

正在提速
本报记者 石念军

2004 年，中共中央颁行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提出：“中央委员会作出决
议、决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内
容，根据需要可以适当方式在
一定范围通报或向全党通报。
地方各级党委全会作出决议、
决定，一般应当向下属党组织
和党员通报，根据实际情况，以
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
中全会首次提“建立党委新闻
发言人制度”。

2010 年 6 月 30 日，11 位
中共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
集体亮相。

2010 年 3 月 30 日，中央
党校首次为外国驻华使节和
高级外交官举行开放活动，吸
引来自 110 多个国家 120 多名
外交官参加。

2011 年 4 月 12 日，中纪
委首次举办面向驻华高级外
交官开放日活动，吸引了约 50
名外交官走进中纪委大门。

5 月31 日，外国记者参观了
中国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

6 月 10 日上午，来自 30
余家境外媒体的近 40 名常驻
北京记者和 20 余名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的外籍员工代表来
到中联部，参加开放日活动。

6 月14 日下午，中共中央组
织部举办开放日活动，来自 50
个国家的54 名驻华外交官走进
中组部。

6 月 14 日，中央文献研究
室首次在中央外宣办举行专
题新闻发布会，中央文献研究
室副主任陈晋向中外媒体详
细“解密”中央文献研究室是
如何工作的。

新闻链接

党务公开历程

4 月以来，中纪委、中联部、中组部等党的部门相继对“外”开放，邀请外国驻华使节、高级

外交官、外国记者参观。中共中央在建党 90 年之际开展的这一系列开放日活动，不仅表达了

对党务公开的决心，更体现出对“公共外交”的重视。

▲两位北京市民从
中联部门口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