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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 以优良作风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纵观几千年历史，不论古今中外，
征讨杀伐、朝代更替多有发生，伴随着
的是人民苦难、民生多艰，近现代中国
尤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启
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新篇章。红色
江山如何实现长期巩固？中国共产党如
何实现长期执政？从而跳出治乱兴衰历
史周期率？这是必须警惕、必须直面、必
须回答的课题。

答案在哪里？先看 78 年前的一场
“窑洞对”。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
洞听取了来访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
炎培的“周期率之问”：所谓“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
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
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
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
的也有。如何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当
时毛泽东同志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
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
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
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
会人亡政息。这便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
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还有没有答案？有。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不懈
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

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历经百
年沧桑，党正是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披荆
斩棘，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始终保
持着勃勃的生机和不懈的战斗力。自成
立之日起，党就十分注重自身建设。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总结出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
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
建设三大法宝，八七会议上纠正“右倾”
错误，遵义会议上纠正“左倾”错误，延安
整风加强作风建设，西柏坡开启“赶考”
提出“两个务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继承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强化整风整党和
党内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全面推
进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
社会革命，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组合拳”，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两个答案”是党总结治国理政经验
的智慧结晶，是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并成功解决
中国问题的典范，彰显了党对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的成熟把握。人民监督是要落实全过程人
民民主，通过各种渠道让人民说话，让人
民当家作主，直接参与政府管理中来。人
民来监督是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一
致的。自我革命是自我扬弃，革除顽瘴痼
疾，不断修正错误，努力提升自我。自我革
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雄厚底气。勇于
自我革命是党最鲜明的品格，蕴含着共产
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两个答案”回
答了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历
史之问、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的理论之问、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加
强政党建设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之问。

答案是努力方向，答案是措施和手
段。“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
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深刻
反映了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对群众史
观的理论自觉和升华。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贯彻全面从严
治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回应人
民监督，强化自我革命，保持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正确回答好为谁执政、
为谁用权和为谁谋利这一根本问题，形
成人心所向、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真
正破解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

（作者单位：市老干局）

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
李振平

前不久，笔者在某地走访，
了解到一位领导同志因在分管
的工作中当“甩手掌柜”而受到
上级处理，在当地干部群众中
引起热议。面对这样的教训，不
少同志表示，这种做法释放了
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明确信
号，是对党员干部的深刻警醒。

“甩手掌柜”是指光发号施
令，不管事、不担事、不做事的
人。如今人们多用来形容那些
只挂名不负责、只当官不做事、
只安排不落实的人。

不当“甩手掌柜”就要愿担
当。“为官避事平生耻”。领导干部
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
也要干；对于应负的责任，担着风
险也要担当；要多谋事、多干事，
不做无所事事的“清闲官”；挑重
担、担重任，不做逃避责任的“滑
头官”；勤思考、勇开拓，不做因循
守旧的“平庸官”。要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深入基层，掌握实情，明
确问题症结，分析梳理问题清单，
拿出破解问题的实招，把群众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
落实好、解决好。

不当“甩手掌柜”就要善担
当。“政善治，事善能”。发现和
解决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领
导干部的能力和素养。要不断
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在
担当中与最优者“对标”，与最

强者“比拼”，干出状态、干出效
益。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紧紧
依靠群众，从中汲取营养和智
慧，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些
习惯于“背手看”的干部，又如
何能担当重任、干好事业？只有
把工作思想搞端正，不把心思
和功夫浪费在搞花架子、假把
式、图单位和个人出名挂号上，
才能做到扎扎实实抓好工作落
实，杜绝心浮气躁、好大喜功。

不当“甩手掌柜”就要敢担
当。打铁还需自身硬。光说不
做，谁会服从？只有自己行得
正、做得端，才有底气去引导别
人。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就必
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
和利益观，做到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要不断加强党性修
养，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
惑，不为人情所扰；堂堂正正做
人，老老实实做事，做到一尘不
染、一身正气、廉洁奉公。也只
有这样，才能让群众信服。

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领导
就有什么样的集体，就会有什
么样的落实效果。面对艰巨繁
重的工作任务,领导干部要切
实做到责随职走、心随责走，立
足本职岗位，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不避繁难、认真勤勉，敢于
负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
发有为，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莫当“甩手掌柜”
刘仕斌

“清”，给人以爽朗、愉悦之
感，气清则心情舒畅，人清则心
境高雅、政清则万众归心。党员
干部以清自持，必须付诸实践、
见之行动，做到“三清”。

一要淡泊清静。当前，受社
会环境影响，许多同志容易滋
生“浮躁、焦躁、烦躁、急躁”的
情绪。对此，必须做到淡泊清
静。对学习要有孤灯苦熬的静
气，生活中不能陶醉于推杯换
盏的俗气、工作上不能陷入急
躁冒进的盲动。必须沉心静气
地坐下来学点东西，多学政策
法规、文件指示、国学经典，提
升自己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
对工作要有气定神闲的定力，
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纷
纷杂杂的协调事项、熙熙攘攘
的人员往来，心神不定就很容
易出现粗疏错漏，必须排除外
界干扰、集中精力应对。特别要
少为职务提升、岗位调整等个
人的事情分心走神，工作的事
情考虑多了，进步的事情自然
有组织考虑；个人进步的事情
考虑多了，就会影响工作质量，
个人进步也同样受到影响。

二要作风清正。党员干部
作为作风建设的“排头兵”，必
须以自身良好形象带动群众，
营造清风正气的良好氛围。树
立敢于担当、雷厉风行的工作
作风，积极主动作为，对本职工
作想在前、干在前，在重大任务
和棘手问题上顶得上、扛得住、
不推诿。提高工作效率，手头的
工作第一时间完成，打好提前
量，不拖延误事。提高工作标
准，负责的工作精益求精、精雕
细刻，不敷衍了事。树立深入基
层、服务群众的工作作风，真正

与群众“坐一条凳、吃一桌饭、
睡一个屋”，把为群众排了多少
忧、解了多少难作为衡量一个
党员干部工作成效的首要标
准。树立言简意赅、以短求实的
文风，作风决定文风，文风反映
作风，工作要求要让群众看得
懂，要开门见山，把想要表达的
意思清晰地表达出来、把想要
说明的事项明白地挑明出来，
防止一锅浆糊、不知所云。

三要为政清廉。“公生明，
廉生威”。清廉能使政治清明，确
保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正所谓

“贪如水，不遏则滔天；欲如火，
不遏则燎原”，党员干部如果不
能保持清廉，势必走上歪路，直
至无视党纪国法，受到法律的严
厉制裁。因此，身为党员干部，要
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
常怀律己之心，心不动利禄之
诱，目不眩五色之惑，始终做到
慎独、慎微，“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始终按法规
制度办事，在畏法度中保持积极
向上的事业追求、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把手中的权力切实用在
为人民谋福祉上。要严格遵守法
规制度，始终做到心中有法度，
真正把纪律规矩当作个人成长
成才的“保护伞”，而不是“绊脚
石”，当作“铁轨”而不是“铁镣”；
始终做到言行守法度，不该说的
话不说、不该干的事不干、不该
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
拿。要以完全服从的态度，接受
群众监督，确保手中的权力不越
轨、不出格、不滥用。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心灵放松、精神轻松、
底气十足。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
究员、军事学博士）

要做“三清”干部
鲁闻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年轻干部必须
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经常
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
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
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守住拒腐防
变的防线。“打铁还需自身硬”。权力是
一把“双刃剑”，用好用坏天壤之别。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一
言一行事关事业发展和党在人民群众
中的形象，唯有勤掸“思想尘”、多思“贪
欲害”、常破“心中贼”，方能“层层设防”

“处处设防”“时时设防”，筑牢拒腐防变
铜墙铁壁。

拒腐防变，惟有勤掸“思想尘”，方

能“层层设防”。正确的思想是拒腐防变
之源。如果年轻干部思想蒙上尘埃，走上
邪路，小则毁了个人和家庭，大则影响单
位。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多名

“90后”干部接受审查调查，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他们有的刚走上工作岗位，有的
经过几年的组织培养，如今是单位的业
务骨干，身处“关键岗位”前途无量，但因
缺乏防备思想，沉溺腐败，给党和人民造
成损失，于人于己遗恨终生。

拒腐防变，惟有多思“贪欲害”，方
能“处处设防”。贪欲是拒腐防变之敌。部
分年轻干部思想单纯，认为一包香烟、一
顿请吃、一个红包不算什么，久而久之被

贪欲所害。因钱色所惑，个别年轻干部
“免疫功能”日渐低下，思想腐化导致行
动无向，最终踏上不归路。所以，要与同
事、亲人认清“温水煮青蛙”的陷阱、算清
贪污腐败的“账目”、想到廉洁奉公的好
处，划清礼节与法规的边界，堵住贪腐的
口子，才能做到“处处设防”。

拒腐防变，惟有常破“心中贼”，方
能“时时设防”。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
心不可有。年轻干部敢作敢为，但有的经
验不足，走向社会面临金钱、情色、物欲
等等诱惑，一不留神误入歧途。要从书本
里、案例中、身边事上涵养清风正气，从
自己做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谨记“人情里面有原则、交往之中有
纪律”，坚决防止亲人圈、社交圈、生活
圈、同学圈、朋友圈“圈圈卡脖”，坚守“一
尘不染”防线，做到“时时设防”。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拒腐防变关键在“三个设防”
胡南春

某日向一个在偏僻山区工作多年
的领导讨教，说起山区火灾发生较多，
怎样灭火最有效。他说：一是要联系当
地人，和他们一起确定正确的灭火方
案，再根据树的种类，树的密集度，山的
地形地貌，还有风向火势等，决定怎么
扑灭山火。

这与惩贪反腐颇有相似之处。俗语

说：“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有些巨贪，贪
婪狡猾，肆无忌惮；有的小贪，情节轻微，
也很隐蔽。这就需要摸清他们底细，找到
确凿证据，一击即中。二是根据不同行业
和系统特点，有针对性地找准突破口和
关键点，对经济问题、作风问题等分类进
行清查。三是看准时机。山火在风小时易
灭，火势还没蔓延时易灭。灭火的速度还

要远远超过大火燃烧的速度，这样才能
扑灭。治贪也一样，露头就要打，有苗头
时就警醒，不要等到问题发生后再处理。
四是灭火的时候要一鼓作气，彻底将火
扑灭，严防死灰复燃，否则火不但灭不
了，还会被火所伤。治贪同样不能雷声
大，雨点小，要像武松打老虎一样真打，
让它逃无可逃。这样对贪腐才有震慑力，
使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山火会毁灭森林，贪腐会祸害社
会。面对贪腐，必须从严、从重、从快、从
微惩治，像扑火一样治贪。
（作者单位：邵阳县五峰铺镇中心学校）

惩 贪 如 灭 火
李云娥

出淤泥而不染

廖永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