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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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是干出来的。
充满喜庆和欢笑的春节假期已过去，大家

又走上了工作岗位。或许一些人心中还留有假
期的慵懒与轻松，习惯于散漫、舒适的生活节
奏。但新的一年的工作已经摆在眼前，需要我们
从假期的氛围中走出来，收心归位，调整心态，
凝聚力量，以全新的姿态、饱满的状态投入工
作，彻底与节日的松散状态说再见。

不能习惯于“今日复今日，明日复明日”，不
能习惯于“该做却一直没做”，更不能“习非成
是”。要常常提醒自己：习惯有时是最大的敌人，
容易让人停滞不前，不思进取。如果我们老是躺
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志得意满地吃着老本，想着
自己曾经取得的那一点点成绩，我们就容易固
步自封，停滞不前。

习惯于“习惯”之中的人，最大的危险莫
过于“过分的自我封闭”和“可怕的自我膨
胀”。这样很容易丧失自我成长的机会，也会
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麻木不仁。这就如同把一
只青蛙放进正在不断加温的温水之中，最后
就会被煮熟。

我们自己其实常常都有体会，写惯了“八
股文”，突然让你换一种写法，所写的东西怎么
看都“觉得不像”。开惯了“马拉松会”，突然有
一天开了一个令你来不及打瞌睡的会议，你却
会怀疑领导是否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我们
一直做的事情、一直用的方法，一直觉得十分
可靠的系统，很难有人去怀疑它，更难有人会
想到去改变它。这种相对的稳定与不变，如果
是三五天、三五年，也许自成一体、自成优势。

但是长此以往，就肯定欠缺成长、发展、进步的
因素。要突破，肯定要与以往的“习惯”与“舒
适”告别；要改变，也就要不迷恋“安全感”“轻
松感”。习惯于习惯之中，贪图安逸，原地踏步，
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胆小怕事，求稳怕乱，不
敢闯、不敢冒、不敢试的结果，最终失去的就是
成长与发展的机会。

新时代新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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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角嘹亮，
时不我待。乘势而上，再立新功，这是新时代的
号令。广大党员干部要振奋精神，深入一线察实
情、找问题、谋良策、促发展，以“铸魂补钙”之
效、“充电续航”之能、“加油鼓劲”之势，不断形
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事学博士）

莫要“习非成是”
鲁闻恋

年终考核不仅是推动工
作落实的重要抓手，也是引
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的“指挥棒”。但目前不少地
方在年终考核中还是关注能
够看得见的工作，对看不见
的工作容易忽略不计，有些
干部为年终考核“邀功”，不
惜搞“注水材料”“注水数
据”，空有华丽外壳，却失掉
了民心。因此，要强化考核结
果运用，舞好政绩观“指挥
棒”，拧出年终考核中的“水
分”，确保工作“不打折扣”。

年终考核“注水”根本原
因还是责任心缺失。有的地
方平时不下基层调研，年底就靠看“留痕”、
看材料，出现“平时不算账，年终凭印象”的
怪象，由此导致某些干部热衷于看得见、摸
得着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上级考
核的压力和个人利益驱使下给各种数据、
材料“涂脂抹粉”，大胆“整容”。这种这种注
重处处“留痕”的考核会诱发更多的形式主
义，使考核过程偏离工作实际，丧失政府公
信力。

转变工作作风至关重要。要用好调查
研究“传家宝”，多走到群众中“望闻问切”，
提升群众在年终考核中的参与度，增强人
民群众在年终考核中的“话语权”，让群众
成为年终考核的“裁判员”，真正树立党员
干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此外，还要
强化考核成果运用，用监督将考核水分“拧
干”，强化奖优罚劣导向，把考核结果作为
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让干实事的干部受
鼓舞、有奖励，让无为乱为的干部受惩戒、
挪位子，引导干部在实干实绩上竞争，真正
干出人民群众满意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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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这个
“口碑”，就是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形象
不好，说话没人听，说了没人信。领导干部要在人
民群众中有一个好的“口碑”，就要树立四种形象。

要树立刻苦学习的形象。吾尝终日而思矣，
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
学习的深化，领导干部再忙，也不能耽误学习。学
习不仅是对具体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更重要的是
经常清理、反思自己工作、生活、思想有无问题，
把自己的尺度校正，把自己的镜子擦亮。工作标
准低了，群众观念淡薄了，是非界限模糊了，党性
原则削弱了，怎能干得好工作？怎能从战略的高
度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学习的目的在于运
用。要把学习过程转化成反思的过程，变成纯洁
思想道德的过程，变成校正人生坐标的过程，变
成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过程。

要树立为民造福的形象。一个领导干部的最
高境界莫过于热爱人民，善待人民，胸怀人民，造
福人民。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辉
煌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
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前进的
不竭力量。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
力，变被动为主动。要有锲而不舍的韧劲，一个难
题一个难题地破解。做到说了就干，干就干好，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树立廉洁奉公的形象。廉洁奉公，必须筑牢
拒腐防腐的思想屏障，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自己
的思想改造，一时一刻也不能偏离正确的人生价
值追求，一时一刻也不能丢掉党性原则。要带头遵
守制度和规定，既要“正”好自己，又要做好“正”人
的工作，担负起廉政建设的责任。廉洁一时易，廉
洁一世难；廉洁一事易，事事廉洁难。要防微杜渐，
从小事做起，从小节着眼，以反面的典型警示自
己，以肩负的责任鞭策自己，清清白白做官，堂堂
正正做人，始终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

要树立敢于创新的形象。发展的过程就是不
断创新的过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
正确看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对
待矛盾和问题不能绕道走，更不能把矛盾和问题
隐藏起来，要敢于面对，善于解决，不断总结新经
验、寻找新对策、解决新问题。要在解决问题中解
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把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
从陈旧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从落后的习惯做
法中解放出来，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推动党的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

大山之高，非一石所积；广厦之固，赖众木所
支。党的形象是由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形象组成
的。只要每一位共产党员在形象问题上都能引起
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维护好，我们的党就会充满
生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牢固树立四种形象
刘仕斌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充分表
明了春季在一年工作中的重要性。

但有目共睹，在年后开春的工作中，个
别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不是开足马力开
展工作，而是信马由缰乐逍遥，即使是上班
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以刚上班时
间还早为借口等、拖、靠、绕，总认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还有大把的时间。此为春季工
作的“大忌”，必须及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
克服。春季工作之“忌”表现形式主要有以
下几种：

一忌玩心难收。对年度目标任务不安
排不挂心，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春节已过
魂不归，舌尖酒香细回味。目标任务抛脑
后，二月春风唤不回”。

二忌目标不实。制定年度目标时不能
结合单位实际开拓务实，而是人云亦云因
循守旧。甚至有些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为
了在上级领导面前讨好卖弄，不顾单位实
际情况，故意把年度工作目标定得很高。季
末、年底完成目标任务无望便钻洞找缝，弄
虚作假。还有的制定目标时拍脑袋，向领导
表态时拍胸脯，年终考核时拍屁股。这种

“三拍”干部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三忌得过且过。其表现形式就是年初

工作无计划没目标，凭着感觉往前走，由着
性子干工作。工作中存在着“老态龙钟”“群
龙无首”等不良作风和陋习。到头来各项事
业原地踏步，机关面貌“涛声依旧”。

四忌叶公好龙。做人做事不是踏实务
实,诚恳诚信，而是浑浑噩噩、异想天开，热
衷于取巧、撞大运。平时工作不努力，急难
时刻抱佛脚。要么抱怨天不帮忙领导不照
顾，要么盼着哪天天上掉馅饼，自己可以坐
享其成。

五忌萎靡不振。过去一年，由于内外环
境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等原因，各行各业
的压力较大，有的遇到一些挫折。但失意不
快已经成为过去，还是要振奋精神，卸下包
袱，轻装上阵，从头再来。一切失意和失败
都将成为精神财富，通过自身积极努力，走
出困境，工作事业才能步步高，也才能收获
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春季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直接关
系到今年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是影响事
业健康发展的“病症”。我们要赶快祛除病
因，上紧发条、压实责任、真抓实干、积极作
为，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一年之“忌”在于春
李燕翔

广大党员干部是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的“领
头雁”。我省谋划的“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广大
党员干部在未来实际工作中有没有落实、在多
大程度上落实、有没有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落
实，效果大不一样。没有不折不扣的落实，再好
的政策也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从这个意义上
不难理解，抓落实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提高

“落实能力”应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当然，抓落实首先是思想问题，虚与委蛇、阳

奉阴违，必然会政令不通，贻误发展。抓落实更是
能力问题，它不是靠开会发文、靠拍胸脯就能做
到的，它必须始终保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精
神状态，需要自觉加强学习，勤于实践探索。

多学习“政情”，在准确把握发展大势上下功
夫。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才能始终立场坚定、头脑清醒；通过
学习掌握各方面知识，才能拓宽视野、判明大势，
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通
过学习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才
能深化规律性认识，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通过对政策和信息的深入研判，才能洞悉市场
先机、抢抓发展机遇。也只有适时了解形势、借鉴
经验、把握动态，才能使“政情”了然于胸，及时更
新观念，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抓落实的状态。

多分析“地情”，在寻找适合当地发展路子
上下功夫。作为“领头雁”，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
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一个地方的发展、一方百
姓的福祉。为当地找到好的发展路子，是各级干
部落实能力的突出体现。没有好的发展路子，各
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就缺乏好的载体，也难以
形成政策合力与效力。而合适的发展思路不是

凭空臆想、靠拍脑袋决策就能找到的，也不是照
搬照抄成功做法就能走通的，而是建立在对地
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
对“地情”不熟悉，平时不多思考、不善分析，看
不清当地优势与劣势，就很难找到适合当地发
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多察访“民情”，在凝心聚力谋发展上下功
夫。我们党所领导的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只
靠领导干部是不行的，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干部的职
责就在于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
为之努力奋斗。我们党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最
大的政治优势。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体察
群众的疾苦冷暖，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凝聚群
众的力量智慧。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总结经验、
汲取营养，在提高和完善自己的同时，改进领导
方法、提高领导艺术，从而推进事业发展。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

在“三多”上下功夫
刘克勤

书法 李晓红

梦幻五彩桥
羊长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