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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一个突
出的主题，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以，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被形象
地称为“为改革续航”。

“改革”，顾名思义，就是要改旧
制、革陋习，兴利除弊。而“深化改
革”，就是改革要走深走实。“全面深
化改革”，就是改革是一个系统工
程，要触及方方面面。“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就是要拓宽口径、扩大
范围、加大力道，改到根子里、改到
关键处、改到深层次。

改革涉及的领域很多，任何一
个改革的参与者或相关人都不可能
面面俱到，只能结合自己的岗位职
能和工作实际，主动融入、积极参
与、身体力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就要自觉融入
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改进作风，强化
履职尽责，更好服务群众。

作风怎样改，才符合“深化”的
精神实质呢？

一要祛除形式主义，真改实改。
表面一团和气、笑容可掬，实则不痛
不痒、装点门面。既不得罪人，也不
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典型的深受老百
姓诟病的“门好进、脸好看、事情照样
不好办”。不办实事，即使“一个笑
脸、一杯热茶”，都是形式化、套路化
的东西，做表面文章而已。

二要祛除官僚主义，俯下身

子。装模作样，假心假意，比如“我
们将研究”“我们会考虑”“我们想办
法解决”，把忽悠当本事，把“摆平”
当“水平”，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乱
承诺，“打白条”，只要群众不吵不
闹，就万事大吉。至于留下的“后遗
症”，留给后面的人“擦屁股”。小而
言之，是党员干部个人丢了信誉、丧
失威信，大而言之，是抹黑了党和政
府形象，是单位和组织轻诺寡信、失
信于民，危害很大。

三要祛除功利主义，敢于担
当。诚然，从概率上来讲，做得多，
就错得多。所以一些人宁愿不做
事，也不担责任。选择躺平，明哲保
身。不居“庙堂之高”，乐处“江湖之
远”，最后“误国误民”。因此，祛除
功利主义，就要“舍得一身剐”；勇于
担当，就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

作风从哪些方面改，才能做到
放下身段、着眼于事，心系群众、为
民谋利呢？

一是眼睛向下，视群众为亲
人。当亲人，就要把群众之事当自
己之事。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没有民本情怀，“以人民为中
心”就是一句空话。新近某基层法
院推出“如我在诉”理念，就是一个
不错的举措。法官把诉讼人当成自
己，换位思考，想己之所想，推人之
所想，办案自然更趋公正。

二是刀刃向内，勇于解剖自
己。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就是
从“律他”转向律己，从自己身上找
原因，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敢于“由
表及里”、触及灵魂，动真格、“下狠
手”。不邀功摆好，也不推诿塞责，
冷静客观，实事求是。比如，力所能
及的是否尽力而为？力不从心的是
否量力而行？理性思考，才换来理
性决策。

三是心思下沉，想方设法干事。
干事要有情怀，更要具备能力和水
平。光有情怀不行，喊口号并不能实
现“芝麻开门”。所以要做好调研的
基本功，找准问题的突破口，画好“施
工”的路线图，倒排“工序”的时间表。
点多面广，必须统筹；千头万绪，可以
分步；问题棘手，那就先易后难。山
再高，只要爬，总能登顶；路再遥，只要
走，总能到达。潜心谋划，锲而不舍，
一定可以成事。

总之，不唯虚，只务实，才是走
向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这其实与
之前转作风“走找想促”的活动一脉
相承：走基层，重深入，不走马观花；
找问题，重找准，抓住“牛鼻子”；想
办法，重切实，不涂“万金油”；促发
展，重持续，不能仅仅“三板斧”。只
有这样，进一步转变作风才不是一
句空话。练好了内功，下足了真功，
服务群众才能收到实效。

（作者单位：市文化执法支队）

练内功要下真功
陈梦琪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每一个共产党
员都要认真学习、认真领会、认真贯彻、
认真落实。只有通过全面学习和了解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搞清楚党
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
化为言行准则，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
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才能守
党纪，做合格党员。

讲规矩就要管住自己。我们每个
人生活在社会上，都是要被“管”的，老
师管学生，父母管孩子，上级管下级，但
最好还是自己管住自己。否则，放任自
流，随心所欲，贪赃枉法，就会被党纪国
法所“管”了。要管住自己的思想。始
终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共
产主义的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要管住自己的欲望。只有管住自
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心静如
水。用高尚的道德修为战胜贪图享受
的思想，在各种诱惑面前，心不为其所
动，志不为其所丧，身不为其所累，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要管
住手中的权力。党员干部不论职务高
低，如果背离为人民服务宗旨，把党和
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
就会身败名裂。党员干部要自觉接受
党的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法律
监督，把自己管住。

讲规矩就要善待群众。为民造福
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我们要把造福群众、服务群众
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扎实实惠

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特别要正确对
待群众的批评，有虚怀若谷的胸襟。或
许群众的意见不见得很正确，听来可能
也会很尖锐刺耳。对此要心胸宽广，冷
静对待，以礼相待。做到听取意见不怕

“刺”，触及思想不怕痛，“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对群众正确的批评，要知错
即改，见诸行动。对因受客观条件限
制，一时难以办到的事情，要向群众作
出负责的说明和交待。对不正确的批
评，要触类旁通，“闻者足戒”。防止用
共性问题掩盖自身问题，用表面问题代
替深层次问题，用一般问题代替重大问
题，从世界观上深入挖根源、找教训、论
危害，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
水平。

讲规矩就要转变作风。转变作风
不能光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要实实在
在地干好本职工作。尤其是要力戒讲
假话、报喜藏忧、脱离实际、搞形式主
义。有的同志汇报工作，讲成绩一套一
套，常常把“做过的工作”当成“做好的
工作”，把“日常的工作”说成“开创性工
作”，或者不计成本搞排场、摆样子、争
彩头，这种作风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
是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
心中的形象。

作为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和模范
执行党章、准则、条例各项规定，始终做
到政治上明明白白，经济上清清楚楚，
法纪上规规矩矩。只有这样，才能永葆
共产党员的本色。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常把“规矩”放心中
刘仕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反对“舌尖上
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到整治“楼堂
馆 所 的 豪 华 ”“ 节 日 期 间 的 不 正 之
风”……党中央驰而不息反“四风”，作
风建设的“紧箍咒”越念越紧，“组合拳”
越来越密，“严规定”越来越具体，由此
让一些党员干部感觉越来越不习惯，越
来越不自由，我们不时听到有的同志发
出了“官不好当”的感叹。

细想，有此感叹的人，至少包含两
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缘于对“为谁做
官”缺乏正确的认识。从我们党的性质
和宗旨来看，当官本来就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的

“公仆”。这就意味着我们入党、当干
部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不是为了享受
荣华富贵，而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
推向前进，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面对这神圣的使命和光荣的
重任，为官怎么可能轻松或舒服呢？
又何谈享受？其二，也许是有些人此
前为官轻松、舒服惯了、享受多了，而
今面对各种“禁令”和“规定”，便觉得
不自由、不适应。

常言道，严是爱，松是害。一道道
禁令，禁的是不良风气，止的是公权滥
用，防的是腐化堕落。党中央围绕反

“四风”所作出的相关规定，既有新形势

下从严治党的新标准、新要求，更多的
还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工
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回归到常态和正
轨上来。这既是规范权力运行的“紧箍
咒”，又是防止权力失控的“护身符”。

“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每
个党员干部要严守纪律，慎独慎微，常
念“紧箍咒”，常敲“警示钟”，只有心存
敬畏、自省自重、手握戒尺，不越雷池、
不闯红线、不触底线，才能行得正、走得
稳。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稳住心神、管住
行为，不为权力所迷，不为名利所惑，不
为金钱所动，不为人情所扰，就会把“官
不好当”作为一种忧患意识自警自励。
只要有了这种认识，并把各项“规定”当
成个人修为的标准，久久为功，积习成
惯，这“官”有什么不好当的？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

“紧箍咒”也是“护身符”
刘克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精兵
简政，持之以恒抓好这项工作。
各级各部门要围绕源头治理，把
准要害，靶向发力，革除积弊，敢
于在基层“挤水分”“过筛子”“去
残留”，才能真正激活干部干事创
业“一池春水”。

在检查督查中“挤水分”，让基
层干部“松束缚”。基层减负到底减
什么,拧干检查督查水分是关键。
当前，基层一线点多面广，隔三差五
迎检不说，甚至一天被督查七八次
见怪不怪，结果导致分散大量精
力。工作督查无可厚非，但是过分
强调检查督查往往适得其反。要采
取“四不两直”的做法，自觉走出办
公室，到基层去，到单位去，到农村
去，到干部内心去，在真督查中清理
督查内容，该保留的保留，该删掉的
删掉。在督查期间，单位之间要统
筹布局，大刀阔斧合并项目、缩减频
次，从上至下分门别类地减，谨防

“上减下不减”“下减上不减”“有减
有不减”问题。要彻底拧干各种“水
分”，营造基层干部回归主责主业浓

厚氛围，让他们在为民服务中大显
身手。

在考核评分中“过筛子”，让基
层干部“甩包袱”。基层减负怎么
减，考核评分见分晓。中央各种政
策法规，地方动辄以考核分值排名，
势必增加基层干部工作量。当前，
增加考核项目情况时有发生，一种
工作多头考核现象依然存在，而且
情况异常复杂，但源头往往在上级
机关和部门。打铁还需自身硬。梳
理考核项目，简化考核流程，下调考
核频率，上级部门应当“过一过筛
子”，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理
清考核思路，制订考核方案，落实考
核要求，切莫“方案与考核脱节”。
要从自身做起，瞄准小处，注重细
节，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攻

“最难的堡垒”，真正统筹好、理顺
好、规范好“千条线”与“一根针”的
辩证关系，让基层干部彻底走出“大
包大揽”困境。

在求真务实中“去残留”，让基
层干部“降压力”。基层减负到底减
多少呢？去除残留势在必行。基层

“小马拉大车”问题，原因在单位之

间信息共享不够，解决的关键在严
格执行规章制度。还原干部“本来
面目”。要运用制度管人管事，防止
形式主义改头换面、隐形变异后卷
土重来。在顶层设计上，上级部门
要敢为人先，守正创新，不断修正和
完善相关制度，让下级把时间和精
力用在“刀刃上”。要坚持问题导
向，不仅要做到开短会、讲短话、干
实事，也要落实不多报、不重报、不
乱报，不喊空口号，不搞花架子，一
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卸下“千斤
担”，切忌“这边轻了那边重了”，真
正缓解基层干部各种压力。

基层减负，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具体减什么、怎么减、减
多少，基层干部群众最有发言权。
坚持基层减负，归根结底在正本清
源，基础在深入调查研究，重点在
找准问题症结，关键在大胆解剖麻
雀，唯有构建上下联动体系，才能
彻底解决形式主义及其变种问题，
真正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更好服
务于民。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减负要“挤水分过筛子去残留”
胡南春

自古景如画 刘人岛 作

某公的爱好（漫画） 李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