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基层地质单位社会联系的基本特点

— 外部联系松散
, 内部联系紧密

王 中 位

具有不同物质资料生产特点的社会组织内部
,

也就具有区别于其它社会组织的社会学特

点
。

地质部门作为一个以地质— 找矿为目的的社会组织
,

其社会学方面的规律有待于我们

去研究和探讨
。

研究和分析这些特点
,

弄清这些特点对地质部门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要求
,

不仅是做好地质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需要
,

也是使地质部门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走向正规

化
、

科学化
、

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

地质部门作为一个大型的劳动集体
,

它所表现出的社会学特点是多方面的
。

在此
,

我们

仅就基层地质单位在社会联系方面的基本特点
,

作一粗浅的探讨
。

我国基层地质单位在社会联系方面的基本特点是外部联系松散
,

内部联系紧密
。

这一基

本特点
,

在基层地质单位社会联系的三种基本关系— 业缘关系
、

地缘关系
、

亲缘关系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

1
.

从业缘关系看
,

以往封闭式的管理体制
,

使基层地质单位在经营和生产上都具有显

著的外松内紧特征
。

这一特征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将逐渐淡化
,

但是
,

不会根本改变
。

地质部门作为一个高风险
、

高效益
、

超前期的社会经济组织
,

它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

是非常紧密的
。

但是
,

从微观来考察
,

其基层生产部门与地方经济组织的联系是松散而不稳

固的
。

这一现象可以从以往地质生产单位的经营和生产这两个方面的特点中找到原因
。

一方面
,

基层地质单位的经营活动过去实行的是一切由国家包起来的封闭式管理体制
,

脱离社会市场
,

毫无经 营可言
。

地质工作经费实行的是报销制
,

单纯依靠国家事业费 , 地质

生产的产品
-

基础地质资料和探明的矿产储量报告
,

也并不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 换
,

其
“
买主

” 只有一个—
国家

。

这样
,

地质工作从头至尾都很少和地方经济组织发生经常的经

济交往
。

同时
,

以往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的单一化也导致了地质部门外部联系松散
。

另一方面
,

从基层地质单位生产活动的特点来看
,

也是如此
。

地质生产的对象和作业场

是丛山峻岭
,

荒漠旷野 , 生产资料主要来自于本系统的物资供给部门 , 地质生产技术的特殊

性使我们在生产工艺上和地方工矿企业之间缺少广泛的协作关系
。

同时
,

地质生 产 的流 动

性
、

分散性
、

季节性特点也使得我们与地方难以建立起稳固的联系
。

随着地质工作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

经费的渠道将由单一逐步转向多种渠道 ,

产品将由只有国家这个单一的
“
市场

”
而走向整个社会 , 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也将从矿产地

质
,

逐步走向一业为主
,

多种经营
。

这些改革措施正在逐步加强
,

从而使其业缘关系发生变

化
。

但是
,

变化只是经营方面的
,

而生产活动方面的特点
,

一般不会因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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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这就使得改革对业缘关系带来的变化只能是一定程度的变化
,

并不会使其完全改变
。

改革对业缘关系所带来的变化程度
,

随着部门层次的高低而不同
,

越是在基 层 地 质 单
卜

位
,

变化程度越小
。

经济活动是其它一切活动的基础
,

上述物质生产活动方面的特点
,

使得基层地质单位在

政治
、

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具有外部联系松散
,

内部联系紧密的特征
。

2
. “

列车在高速行驶
,

但乘客之间的距离是相对稳定的
”

— 基层地质单位地缘关系

特征
。

地缘关系的紧密程度
,

主要取决于两种基本因素
:

一是组织或成员间地理位置的相近程

度 , 一是组织或成员间地理位置的稳定性
。

从基层地质单位与其接触的外部社会组织的地缘关系看
,

两者之间往往是相近而不稳定

的
。

地质工作的流动性和分散性
,

使其与社会组织有着广泛的接触
,

但是
,

由于两者之间缺

少固定的共同活动的 目标和内容
,

这种接触是偶然的
、

易变的
、

松散的
。

这种地缘关系可以

比作行进中的火车与沿途车站的关系
,

列车上的乘客是难以和沿途车站的居民之间形成稳固

而紧密的关系的
。

然而
,

列车虽然处于高速运动之中
,

乘客间的相对距离却是保持不变的
。

基层地质单位

作为一个动态的封闭组织
,

其成员可以踏遍祖国山河
,

但工作将他们局 限于一个狭小的社会

圈子之内
,

成员间的距离是极其相近而又非常稳固的
。

他们不仅在工作时间即使在业余时间

也必须朝夕相处
,

休戚与共
。

所以
,

他们的地缘关系是紧密而固定的
。

这一特点
,

在不同情况下其表现程度不同
。

在野外 出队期间表现最为明显
,
在 收 队 期

间
,

尤如列车到了终点站
,

这一特点便有了一定程度减弱
。

在出队期间
,

普查单位比勘探单

位突出 ; 从事矿产地质的单位比从事环境地质
、

水文地质
、

工程地质的单位突出
。

在收队期

间
,

基地所在地都市化程度越高
,

_

L述特点表现越不突出
,

而在基地设在偏僻山沟内的地质

单位
,

这一特点表现特别明显
。

3
.

亲属关系纵横交织— 基层地质单位外松内紧的亲缘关系
。

基层地质单位业缘关系
、

地缘关系的上述特点
,

使其内部形成 了众多的非正式群体
,

而

亲属群体则是这些非正式群体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

职工亲属化现象普遍
,

是基层

地质单位社会联系的基本特点在亲缘关系上的体现
,

从而使得亲缘关系在基层地质单位这一

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

从亲缘关系纵的方面看
,

父母子女同在 1个大队
、

1 个分队
,

以至 1个科室的现象是非

常普遍的
。

以黑龙江省地矿局第二地质调查所 ( 以下简称二所 ) 为例
,

该所 685 名 35 岁以下

的职工中
,

同在本局工作的达 4 81 名
,

占7 0
.

1%
。

这种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地质队伍

成了
“ 子弟兵队伍

” 。

从亲缘关系横的方面— 姻亲方面看
,

夫妻双方均在本系统 (主要是

本单位 ) 工作是非常普遍的
,

而一方在外系统的却占少数
。

仍 以二所为例
,

该所 1 9 78年以来

成婚青年 1 80 人
,

其中双方均在本系统的达 1 52 人
,

占8 4
.

5% (双方均在该所的 1 26 人
,

占71 % ;
、

一方在本局其他单位的 26 人
,

占1 3
.

5% ) ; 一方在外系统的仅有 38 人
,

占 1 5
.

5%
。

这种纵横交织的亲缘关系
,

使基层地质单位内部形成了众多的亲属群体
。

据黑龙江省地

矿局的西部 4 个单位不完全统计
,

在 4个单位 3 65 名职工中
,

相互之间有亲属关系的职工有

2 6了2名
,

占职工总数的 7 3
。
2%

。

按其是否具有间接亲戚关系可划分为 29 7个亲属群体
,

其 中

最大的间接亲属群体包含职土 72 名
,

最小的包含职工两名
,

平均包含职工 9 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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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部门亲缘关系的这一特点
,

随着基地所在地都市化程度的减低而逐渐突出
。

以基地
·

在桃山的第二地质大队为例
,

该大 队85 9名职工中
,

在本队有亲属关系的达 7 22 名
,

占职工总数

的 84 %
。

全队共有 57 个间接亲属群体
,

最大的 l 个包含职工 87 名
,

约占该队职工总数的1 / 1 。。

`

以上关系中
,

亲属关系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最大和最为稳固的一种关系
。

它一经形
.

成
,

一般不会因业缘和地缘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

地质工作改革将使地质单位新的亲缘关

系的形成具有新的特点
,

但是
,

改革改变不了业已形成的亲缘关系状况
。

上述在基层地质单位内部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
、

相互渗透
,

使得基层地质单位这一社会
一

组织的外部联系受到诸多限制
,

使得这一社会组织的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复杂
。

这一基本特点
,

随着地质工作由封闭走 向开放会逐步淡化
,

但是 不会消失
。

因 为
,

第

一
,

这一特点由以产生的社会机制不会完全改变
。

第二
,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并不是

同步进行的
,

社会联系一旦形成
,

便具有相对 的稳定性
。

因而
,

我们认为外松内紧依然是 目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基层地质单位社会联系的基本特点
。

我国的地质职工置身于这样一种社会联系之中
,

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必然受到这一特点的

种种影响
。

如何正确认识这些影响
,

根据这些影响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

是地质部

门思想政治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

社会联系的基本特点
,

对基层地质单位有着深刻的影响
。

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言
,

这种

影响有积极的一面
,

又有消极的一面
,

但占主导地位是消极的影响
。

其积极因素有 以下四点
:

1
.

成员之间联系紧密
,

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
。

这一特点使各种思想教育工作易于产

生更大的宣传效益
。

但这种教育必须是被教育者喜闻乐见
,

能够接受的
。

2
.

成员间休戚与共
、

朝夕相处的客观环境
,

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供了很好的

客观条件
,

这一点与地方工厂相比
,

可谓得天独厚
。

3
.

共同的劳动和生活
,

使得集体内部易于产生和培养集体主义观念
。

4
.

社会上的一些不 良影响对职工影响相对较弱
。

社会联系外松内紧的消极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

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

1
。

影响队伍素质提高
。

( 1) 这种联系特点将职工局 限于一个狭小的天地
,

使职工孤陋寡闻广思想比较保守
。

工矿企业的职工有着多种学习机会
,

但地质队的职工在学习上却受到 了种种限制
。

( 2 ) 血缘关系的紧密
,

使置身亲属网络的青年职工独立性较差
,

依赖思想比较严重
,

工

作积极性
、

主动性也比较差
。

而且
,

这些地质职工子女
,

相当一部分从幼年到就业
,

一直生活在
一

地质部门这一小圈子之内
,

社会经历单一
,

社会活动能力
、

应变能力较差
,

文化素质低下
。

( 3 ) 封闭式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封闭式的招工办法
,

使地质部门这一男性应占主要比

重的社会劳动组织内部
,

不得不招入大量不合要求的女性
,

影响整个队伍的精干
。

2
.

亲属群体的大量存在
,

使得人事关系复杂化
。

如前所述
,

业缘关系决定亲缘关系的形成
,

同时亲缘关系一经形成便对业缘关系有着强

大的反作用
。

这种反作用的一个突出方面是亲缘关系侵蚀业缘关系
,

使以业缘关系为主要内

容的组织关系向私人关系转化
。

这种转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

( 1 ) 为不正之风的滋长提供了温床
。

在工作安排
、

人事调配
、

提级提干和住房分配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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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一些置身于这种关系网络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干部
,

往往把机会给予了自己的亲属群体
-

的成员
,

许多较好的工作岗位
,

变成了某些人的
“
子弟兵站

” 。

( 2 ) 给工作带来种种困难
。

①人事关系的复杂
,

使许多干部和具体工作人员 由于怕得
罪一个人

、

惹翻一大群而不敢放手工作
, ②不少本应积极去办的事情

,

因为触及某一亲属群

体的利益
,

往往有人从中作梗
,

拖住不办
,

致使许多工作议而不决
,

决而不行 , ③组织内部

研究的事情
,

往往通过关系网络而走漏风声
,

给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

3
。

带来许多影响职工队伍稳定的社会 间题
。

首先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
。

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

主要原因在于外部联系

松散
。

社会男女性别比是基本平衡的
,

但具体某些单位
,

却很少是平衡的
。

既有男性占主要

成份的地质
、

矿 山
、

建筑等部门
,

又有女性占主要成份的文教
、

卫生
、

轻纺
、

服务等部门
。

在婚姻间题上
,

这些部门之间应当形成互补关系
。

但就基层地质而言
,

这种互补关系的形成

却受到了种种限制
。

一是外部联系的松散
,

使得我们的青年和地方青年之间 接 触 不 多
,

缺

乏增进了解
、

建立感情的机会
。

这一点
,

通过地质工作的逐步开放
,

通过工作可 以解决
。

二

是夫妻两地分居问题
。

地质职工出队期间的夫妻分居间题
,

目前尚无法解决
。

但是
,

在一些

基地设在乡镇以下的单位
,

因其地缘关系的封闭性
,

即使在收队期间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分居

问题
。

这是因为这些单位周围缺乏婚恋方面可资互补的社会组织
,

使职工不得不把择偶的着

眼点放在外地
,

这就必然形成两地分居
。

这种分居严重影响着职工队伍的稳定
,

而解决起来

也有很大的困难
。

因为我们职工的调 出必然造成人才的流失 , 外系统职工的调入往往会加重
_

我们的包袱
。

这是由于需要调入的多为女方
,

而基层地质单位适合子女性的工作岗位并不很

多 (我们原有女职工的安排 已成 了一个棘手难题 )
,

这些女性的调入只能加重我们的负担
。

所以
,

对此就不能不加以限制
。

这样
,

既影响职工队伍的稳定
,

又不利于队伍素质的提高
。

另外
,

在职工子女从业
、

就学间题上
,

由于社会联系的外松内紧
,

一般也要靠系统内部
解决

,

而基层地质单位往往无力很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
,

从而也就影响职工队伍的稳定
。

·

4
。

由于内部信息渠道畅通
,

一些不良的信息在内部传播开来
,

易于产生不 良后果
。

面对社会联系的这一特点带来的种种影响
,

其根本措施就是通过各种手段
,

使这一基本

特点逐渐淡化
。

淡化的根本途径
,

就是改变这一特点赖以产生的生产关系— 地质部门现存

的经济管理体制
。

要通过大力开辟地质市场
,

广泛吸收社会资金
,

通过地质成果 的 有偿 占

用
,

通过地质服务领域的逐步扩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变过去在业缘关系上与地方经济建设
-

脱节的状况
,

使地质部门和地方之间建立起稳固的
、

经常的经济联系
,

从而增强与周围社会

组织间的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
。

只有使业缘关系由封闭走向开放
,

才能逐步使地质部门地缘

关系的封闭状态
,

由一个动态性封闭组织变成一个与周围各社会组织有着密切交往的开放性

组织
。

只有与地方建立密切的业缘关系
,

才能使血缘关系逐步改变
。

但是
,

由于改革只能使这一基本特点逐步淡化
,

并不能使之彻底消失 , 由于地质工作的

改革是在原有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
,

如何根据我们 目前所面临的这一突出特点给我们所带来

的种种影响
,

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间题
。

1
.

要在现有前提下
,

通过与驻地友邻单位共建清神文明等活动
,

增强与外部社会组级
的信息交往

,

克服外部松散所带来的种种弊病
,

使地质职工增进知识
,

丰富阅历
,

提 高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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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使我们的青年职工与地方青年广泛接触

,

增进了解
,

建立感情
,

进而结为伉俪
`

2
.

要充分利用内部联系紧密所带来的种种影响作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
。

( 1 ) 根据内部信息渠道畅通
,

易于产生较大的宣传效益的特点
,

要及早发现
,

大力宣

传我们周围的好典型
,

起到扶正压邪的作用
。

也正因内部信息渠道畅通
,

我们必须密切注意

职工思想动态
,

发现不 良苗头及早采取措施
,

否则会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
。

( 2 ) 领导机关和领导千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

内部联系紧密所形成

的四通八达的信息渠道
,

将领导机关置于基层单位的严密监督之下
,

领导机关的一言一行对

基层单位有着重大的影响
。

同样
,

紧密的内部联系
,

使我们的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大

大缩短
,

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十分注重表率作用的发挥
。

( 3 ) 要利用其地缘关系的封闭状态
,

.

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

有组织
、

有计划

地进行业余教育
。

比如组成各种业余兴趣协会 ; 利用地质部门知识分子较多的特点
,

举办各

种形式的业余学习小组
,

把职工的富余精力引向正确的轨道
。

这不仅能改变枯燥 的 野 外 生

活
,

同时也能陶冶职工情操
,

寓思想政治工作于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活动之中
。

( 4 ) 要特别注重对各种非正式群体的研究
,

利用其影响
,

作好思想政治工作
。

①要重点做好各个非正式群体首领的工作
。

在非正式群体之中
,

一般都有自己的首领人

物
。

这种自然形成的领袖人物在非正式群体中的地位
、

影响和作用 (权威性 )
,

往往比正式

群体中的领袖人物要大得多
。

所以
,

在基层地质单位这一非正式群体遍布的社会组织中
,

要

十分注意研究非正式群体中领袖人物的形成和特点
,

并善于利用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影响
,

使

之为正式群体的目标服务
。

②要利用成员之间感情上的亲疏关系
,

进行思想教育
。

作为思想工作主要形 式 之 一 的
’

a劝导
”
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劝导者必须获得被劝导者的了解和信任

,

同样的道理
,

如果出自

感情亲近者之 口
,

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③教育要以表扬为主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在亲友面前人们更加注重荣誉
。

在其亲属面前
一

表扬一个人
,

会激励其上进
,

若批评一个人
,

则会伤害其自尊心
,

也易引起其亲 近 者 的 反

感
。

因而
,

对职工教育要慎重运用批评手段
。

当然
,

必要的批评还是要开展的
。

④在人事安排上
,

要争取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影响力量的一致
,

防止并排除非正式群

体对正式群体的干扰
。

我们在领导制度上所采用的组阁制
,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一特点
。

但

是
,

这一办法的采用
,

必须是在实行目标管理的前提下有领导 的实行
,

否则易于产生拉帮结
.

派的消极后果
,

而使其积极作用丧失殆尽
。

社会联系的内容是十分广泛
、

形形色色的
,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

对策
。

笔者认为
,

要准确地把握地质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规律
,

必须用社会科学的基本

方法和基本原理
,

对地质单位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
,

唯此
,

才能使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傲

到有的放矢
,

使地质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
、

专业化
、

正规化
,

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建

立起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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