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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一步一步变
为现实，必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真抓的实劲、敢
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踏
踏实实干好工作，真正做到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精神所在，力量所在，要始终保持
有所作为的精神状态。理想的滑坡是最
致命的滑坡，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党员干部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
会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始终保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抵御一切错误思潮的侵
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每一
个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立身之本。尤
其是各级干部，无论职位多高、权力有
多重，都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第一追
求，把群众的利益作为行使权力的最终
目标，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行使权力的
根本衡量标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
经受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考验，才能应
对和化解精神懈怠引发的各种危险，才

能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干
劲、始终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不负时代先锋的历史使命。

掌握主动，再创辉煌，要始终保持
勇于创新的精神状态。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是一部求新求变、贯彻创新主题的
光辉历史。新的形势下，实现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目标的历史使命更加辉煌、更
加重大，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始终保持
青春活力，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
胜利。使命催生责任、责任催生斗志。只
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昂扬斗志，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把
创新精神作为强大动力，与时俱进地创
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把创新思想融
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各个环节，结合实
际，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寻求破解困局
之法。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满足现
状，不因循守旧，不僵化停滞，以问题意
识为牵引推进事业发展，以创新精神为
动力实现奋斗目标。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始终保持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是一个
人信念、意志和素质的外在体现。良好
的精神状态，给人以信心、活力和勇气，
促使党员干部把工作做得更好。敬业精
神是一种崇高的人生追求，也是良好精
神状态的具体体现，更是党员干部在本
职岗位上实现奋斗理想的现实路径。有
了这种状态，就能集中精力、全身心投
入，形成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品格，从
而凝聚人心，聚集力量，创造出一流业
绩。因此，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论在何种
岗位，要始终弘扬敬业精神，严谨务实，
做好本职工作，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
梁、铁肩膀、真本事，在有效应对重大挑
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不断解决重大问
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
出贡献。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
事学博士）

保持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鲁闻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
干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
观。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
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
为了个人升迁得失。“为政之
道，首在政绩观。”树牢造福人
民的政绩观，广大党员干部要
听得进“民言”、察得到“民
情”，问得清“民意”、解得出

“民题”，谋得好“民富”、圆得
成“民梦”。

树 牢 造 福 人 民 的 政 绩
观，要听得进“民言”、察得到

“民情”。“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要主动倾听群众
语言，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
盼，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坐
得了群众板凳、听得了群众
唠叨、受得了群众怨气，在拜
群众为师中扭住问题“牛鼻
子”。要主动到困难较多、情
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
直面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真
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在解
决问题中淬炼干事创业本
领。在走村串户中，在促膝谈
心中找到老百姓缺什么、要
什么、烦什么，瞄准主要矛盾
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摸清群
众困难。

树 牢 造 福 人 民 的 政 绩
观，要问得清“民意”、解得出

“民题”。“只有党性坚强、摒
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
观不出偏差。”党员干部要用
情询问群众意见，去基层看
一看群众日常生活状态，在
群众迫切需要方面解剖“麻
雀”，在群众困难上动真刀打
实枪。群众建议的要问、群众
没说的也要问，把所有精力
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
姓这一面。不仅要“身入”，更

要“心入”基层，与百姓想在
一起、说在一起、干在一起，
实打实帮人民办实事。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将“民之所
愿”作为“党之所向、我之所
向”，将“民之所嘱”作为“党
之所行、我之所行”，用好调
查研究方法论，聚焦主线主
责主题，从解答群众问题中
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

树 牢 造 福 人 民 的 政 绩
观，要谋得好“民富”、圆得成

“民梦”。“共产党人必须牢
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党员干部要谋划好人民福
祉，统筹兼顾就业、教育、社
保、住房、医疗、养老等各个
方面情况，努力让群众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在脚踏实地
中求得最优解。在具体操作
上，要将本职工作与事业发
展和人民福祉相结合，一对
一提出对策，一对一干出特
色，一对一改出成效。让群众
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一
体化提升。要拿出敢啃硬骨
头的大无畏精神，撸起袖子
加油干，做到初心使命不褪
色、责任担当不打折、干劲韧
劲不弱化，有的放矢，从帮群
众圆梦中树牢造福人民的政
绩观。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等在
干事创业中的体现。树牢造福
人民的政绩观，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广大党员干部要想
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
以实际行动预防和纠正政绩
观错位问题，在新征程上努力
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的实绩。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
胡南春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
宋朝初年，神泉知县张鹭鸶，
一日在县衙张贴告示：某月
某日，是本知县生日，望属下
不要送礼。属下深知其意，各
持礼品献送。过了不久，知县
又张贴文告：下月某日，是
本夫人生日，属下再不要送
礼来。属下无不咋舌。后来
有人作了一首《鹭鸶诗》讽
刺知县：“飞廉疑似鹤，下处
却寻鱼”。

看完这个故事，让人不
禁想到某地一些领导干部，
口口声声说关心群众，帮助
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心
里却盘算着捞取实惠，颇似
故事里的张鹭鸶。这样的干
部，不仅难以服众，而且损害
了形象、败坏了党风。

人 不 清 廉 莫 为 官 。否
则，一害自己，二害家人，三
害社会，可谓贻害无穷。近
几年来，宣传媒体经常披露
一些领导干部因贪污受贿、
腐化堕落而被捕入狱的消
息。这些人的犯罪，并非一
开始就贪财好利，而是为官
以后，巴结的人多了，借机
笼络感情的人多了，放松了
自我要求，经受不住金钱的
诱惑，导致私欲恶性膨胀，
不能自拔，最终一步一步地
坠入万丈深渊。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
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落个身败
名裂的下场，归根到底，是自

己的私欲膨胀，智塞神迷，看
不清“笑脸”掩盖下的圈套，
鲜花遮挡着的陷阱，授柄于
人，被逼就范。有的则眼里识
得破，肚里忍不过，又自恃聪
明，心存侥幸，认为大权在
握，不会有事，有事也可设法
摆平，于是在诱惑与贪欲的
作用下，一步一步滑向犯罪
的泥潭，自己葬送了自己。

欲望人皆有，求之不为
过，党员干部要注意节制非
分的欲望。永不满足的官欲、
强烈的权欲、贪婪的财欲、淫
邪的色欲，都是十分危险的
东西，如果任其发酵，势必招
惹大祸。要做到慎欲，就要

“于细微处见精神”，在“小
利”面前心不动，“苟非吾之
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慎欲
难在抵御诱惑。凡是欲，都是
有很大的诱惑力。它或者扑
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使人
失去判断力；或者香气袭人，
花枝招展，使你失去原则。凡
是诱惑，都会投人所好，引人
上钩。

慎欲是一种境界，是共
产党人良好党性修养的表
现。能否做到慎欲，最终取决
于坚强的党性修养。在新形
势下，欲的诱惑无时无处不
在，要抵制欲望的诱惑，就要
加强党性修养，不断追求高
尚的人格品行。而不要学张
鹭鸶，嘴上清廉，实则贪婪。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为官莫学张鹭鸶
刘仕斌

在山东曲阜孔庙东侧，坐落着一处
占地7.5万平方米的衍圣公府，俗称“孔
府”。孔府所在地曲阜，是古代伟大的思
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诞生和生活
过的地方，衍圣公乃孔子嫡长子孙的世
袭封号。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 年），
宋仁宗赐给孔子 46 代孙孔宗愿衍圣公
封号，这一封号子孙相继，承袭了 32
代，历时 880 年。衍圣公府为典型官衙
与宅第合一的建筑群，前衙后宅建筑布
局。衍圣公府的衙署和内宅之间，有一
道门隔开，此门称内宅门，是衍圣公进
出的必经之路。让人警醒的是，在宅与
衙分界处的内宅门里，有一堵照壁，上
面雕刻着一幅特殊的彩色壁画，这就是
著名的孔氏《戒贪图》。

这幅戒贪图上，醒目地画着一种动
物，从外部形状上看，这动物狮头、鹿
角、虎眼、麋身、龙鳞、牛尾，酷似麒麟，
但本质上与麒麟有天壤之别，它便是传
说中的另类神兽“犭贪”。“犭贪”与贪同
音，它不吃五谷杂粮，专吃金银财宝，并
且贪得无厌，此图遂称《戒贪图》。在这
幅图中，“犭贪”狂奔于天际彩云之中，无
所顾忌地占有着各式宝物，彩云中无数
珍宝全被它占有，但它仍不满足，目光
死死地盯着太阳，张着大口妄图将太阳
吞入腹中，占为己有，可谓野心勃勃，欲
壑难平。可悲的是，最后吞日不成，终因
贪得太多，竟葬身大海。

那么，衍圣公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必
经之路画这幅《戒贪图》呢？

我们知道，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
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一生都在
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希望建立理想
的社会秩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
士历来重视廉政建设，讲究“为政以
德”“政者，正也”。作为孔子的后裔，他
们也一直信奉遵守着这些规范，因而
孔氏家族中，曾出现过很多德才兼备
的政治人才，他们为官清廉，秉公执
法，不屈不挠，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但是，也有不守规矩之人。

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孔子六
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弘绪，因“宫室
逾制”，被南京科道弹劾，被剥去衍圣公
爵位，废为庶人，由其弟孔弘泰袭封衍
圣公。做了十五年的衍圣公孔弘绪，成
了一介平民，在家闭门思过。

孔弘绪，字以敬，号南溪。3 岁时丧
父，由母亲王氏抚养长大。景泰六年
（1455 年）十二月，袭封衍圣公爵位。袭
爵当天，代宗皇帝见弘绪还梳着儿童发
髫，命宫人把他的头发剃掉，并让他保
存好交给母亲保管。这是皇帝对孔弘绪
的期望，希望通过这个成人礼，使他意
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并好好读书，认
真做人，成为国之栋梁。同时，还赐其玉
带及“谨礼崇德”金印等。代宗皇帝看其
年龄幼小，恐有什么闪失，又下敕书，告
诫他要“钦承祖德，聿体朕怀，修身谨
行，以孝悌为先，力学亲贤，以诗礼为
本。”此后，弘绪谨遵皇帝教诲，刻苦读
书，承袭孔氏家族门风，成人后，娶大学

士李贤之女为妻。但是，孔弘绪终因生
长环境优越，再加上岳父李贤为大学
士，有权有势，不知不觉中便忘乎所以，
没能够把持住自己，把祖宗教诲、皇帝
重托统统抛在脑后，酿成大患，引起朝
中大臣不满。《明史·列传·儒林》曰：“弘
绪少贵，又恃妇翁大学士李贤，多过举。
成化五年被劾，按治，夺爵为庶人，令其
弟弘泰袭。”弘治十七年二月，56岁的孔
弘绪在忏悔中病逝。

后来，孔府袭封的衍圣公请工匠
绘 制 了 这 幅 孔 氏 戒 贪 图 ，还 立 下 家
规：每当衍圣公从内宅出来路过照壁
时，跟班的差人必须高喊一声：“公爷
过犭贪了！”看似出于礼仪，向外通报
衍圣公要出门，实则是提醒衍圣公到
外面后，一定要以德为本，保持清廉
俭朴形象。

孔府内宅门照壁上的这幅图名为
“戒贪图”，可谓用心良苦，其用意就是
借“犭贪”的丑恶形象，作为家族正心
修身的家训，以告诫子孙，切不可贪
婪纵欲。

《韩非子》云：“贪如火，不遏则燎。
欲如水，不遏则滔天。”《老子》曰：“祸莫
大于知不足，咎莫大于欲得。”《鬼谷子·
本经阴符》有句：“欲多则心散，心散则
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一句句警言，颇
值得今人深思。

孔 氏 戒 贪
东 篱

摇荡春风 刘人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