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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

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党员干部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用实际行动推动党的作风

持续向好。

在“抓常”上下功夫，做到经常抓、见常

态。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

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

一下就停，必须坚持经常抓、见常态。工作实

践中，要时刻把作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深

刻认识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

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

风，衰也在干部作风。要将作风建设有机融

入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大事

要事难事之中，将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贯彻

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

上，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中心工作，不折不

扣、全面落实作风建设各项具体要求，以扎

实的作风推进各项工作，推动形成求真务实

勇担当、真抓实干促发展的良好干事创业氛

围。

在“抓细”上下功夫，做到具体抓、见实

效。作风建设各项规定只有不断细化和延伸

才能更加具体深入，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

之。正可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从现实情况看，日常一些小

事、小节看似很平常、问题不大，但其中体现

出来的作风问题却并不小。比如，平常工作

中有时一张对群众的冷脸、偶尔一次并不奢

华的吃请，其背后同样是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在作祟，同样是“四风”顽疾的具体表现。

要深刻认识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小

“蚁穴”如果坐视不管，任其坐大成势，小事

就会积累成大事、小问题就会演变成大问

题，甚至就会造成江河溃坝决堤。作风建设

也是同样的道理，“祸患常积于忽微”，违法

违纪问题的发生都是从小事小节开始。因

此，小细节不容忽视、小毛病不可不防。工作

实践中，尤其是对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

反映的每一个问题、提出的每一条意见，都

要认认真真、逐条逐项加以解决，对隐藏在

工作细节、生活细节的“四风”问题不遗漏、

不放过；对新出现的不良苗头抓早、抓小，把

作风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只有坚持不懈抓

“小作风”、盯“小切口”、见“小成效”，才能切

实将作风建设抓细抓实，有效促进社会良好

风气形成。

在“抓长”上下功夫，做到反复抓、见长

效。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作风建设必须抓铁

有痕、踏石留印，发扬钉钉子精神，才能积小

胜为大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思想认识要

更深，在学思践悟中深刻认识到改进作风的

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克服“过关”心态，杜

绝浅尝辄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错误思想，

勇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敢于深入查摆、全

面整治，抓好改进作风的各项工作。落实力度

要更大，坚持力度不减、温度不降、常抓不懈，

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及

时跟进完善对策措施，做到掌握情况不迟钝、

解决问题不拖延、化解矛盾不积压，坚决防止

不良作风反复出现、甚至反弹。执行制度要更

严，从严从实执行作风建设各项制度，做到有

章必循、违规必究，始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

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

窗”，以强力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推

动作风建设见长效。

（作者单位：市委政研室）

驰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
刘 泉

最近，大祥区有一家理发店闭店休息了

一天，店主在卷闸门上贴了张字条：“因家中

有事，休假一天”。以此来告诉新老顾客——

店主暂时去处理一些问题，店铺还没“关

张”。

然而，有个别部门却不晓得这个道理，

一遇到突发事件，尤其是负面问题，就关起

门来“装聋作哑”。一家门店暂时闭店如果没

告知消费者，容易流失客户；一个部门关起

门来集体失声，则容易丧失公信力。

这些部门之所以“捂盖子”，是怕舆情扩

大了，造成“家丑外扬”。但如果遇到问题就

遮掩以对，那么问题可能永远解决不了，一

些小问题还容易扩大化，最终害人害己。而

且，即便关起门来解决了问题，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有损部门形象。

无论问题大小，难易与否，首先要端正

工作态度，抱着“解决问题的姿态”积极回应

群众诉求，及时打开与群众的沟通窗口，透

明化、规范化处理问题。最后，问题解决了，

群众拍手叫好；哪怕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

但当群众看到有关部门是在努力寻找解决

办法，自然会相信、配合相关部门，干群合

力，问题也终究会被解决。

态度很重要
王朝帅

人们常说“拒腐防变”，但“变”往往是由“渐”开始。

在新时代征程中，党员干部面临着各种诱惑和考验，拒

腐防变至关重要。其中，拒腐防“渐”更是关键所在。

“渐”，是一种不易察觉的侵蚀，是腐败行为从细

微之处逐渐渗透的过程。许多腐败案例表明，最初的

失足往往源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贪念”“小便

利”，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一滴的“渐”，最终变成了无法

挽回的局面。时下，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渐变”的考

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忽微”所蚕食。有的以为只

要不犯大错，微小“渐变”难成气候，这失之偏颇。要知

道，事之成败，必由小生。小毛病，小勾当，不显眼，容

易被忽视，导致自我谅解，自我让步，日积月累，最终

将一发而不可收。

“渐”虽可怕但能防。首先要守住道德底线，做到善

虽小而为之，恶虽小而勿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

水，不遏则滔天。人的思想只要一“渐变”，双脚就会慢

慢向错误的方向滑动。要时刻审视自己的言行，做到

“吾日三省吾身”，以党章党纪党规自律，慎独，慎行，慎

言，慎权，慎微，就能经得起“渐变”考验。其次要筑牢思

想防线。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抵御腐败侵蚀的基石。要时

刻铭记党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深深扎根于心中。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提高自

身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增强对腐败的免疫力，从思

想深处杜绝腐败的萌芽。

加强自我约束是拒腐防“渐”的重要环节。要时刻

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约

束。无论是工作中的决策，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都

要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不越雷池一步。自觉抵制各种不

良风气的影响，做到慎终如始，将每一个可能导致腐败

的“渐”扼杀在摇篮之中。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要有党

内监督、群众监督，还要加强自我监督。对于发现的问

题，要及时纠正，对于潜在的风险，要提前预警。同时，

对于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形成强大

的震慑力，让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拒 腐 防“ 渐 ”
刘仕斌

民主测评是组织或单位内部考

核的重要环节，也是听取民意的一

种方式，本身是一种积极的评价机

制。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民主测评

却流于形式走了样，甚至成了恶意

中伤或“劣币驱逐良币”的工具。最

近发生的“姚燕燕事件”就是一个典

型案例。

姚燕燕是河南焦作市的一名中

学教师，其学历、能力、资历、业绩打

分都居所在学校前列，却在内部的

民主测评环节每次都被甩在了后

面，连续九年参评副高级职称未果。

最后“冲冠一怒为职称”，愤而对簿

公堂，历经三年风波才尘埃落定。

“姚燕燕事件”的背后，其实就是变

味走样的“票决制”对公平正义的

“吞噬”。

其一，有了评分规则，为什么还

要票决？量化打分，规则本已决定秩序，再来一“票决”，

明明顺理成章的事情，本应是“坛子里面抓乌龟”，却被

一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票，弄得一地鸡毛，最后

变成“煮熟的鸭子飞了”。好端端的量化考核，竟沦为

“搅局者”的博弈场。

其二，票选结果究竟是真正的“民意”，还是被人投

机取巧以民意的名义行打压之实？由于投票背靠背，无

记名，很容易滋生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的“黑幕”或成为

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暗器”。想“浑水摸鱼”的，故意把

水搅浑；想取而代之的，趁机下“黑手”；想打压异己的，

正好“借刀杀人”。一句“群众投票通不过，没办法”，装

着很“无奈”，其实正中下怀。冠冕堂皇的“群众不认

可”，有时就是一句最煞有介事的谎言。

其三，“评也评不上”“轮也轮不到”的困局，是制度

的缺陷还是人性的沦丧？当投票成为投机取巧或人情

送好，这测评就与公平、正义甚至良知背道而驰了。讨

好卖乖的“聪明人”如鱼得水；投机钻营的“关系户”备

受关照。诚实正直者，“群众关系”自然“孤立无援”；蝇

营狗苟者，反倒结下“好人缘”。这“票决”的结果，可想

而知。

原本纯粹的职场，成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本

应是“五湖四海”，却沦为“混迹江湖”。什么都讲究一个

“混”字，混人脉，混圈子，混个脸熟，混得“风生水起”。

真正的老实人吃亏，埋头干实事者受屈，不仅是职场的

病态，也是社会风气的悲哀，最终损害的是干事创业的

正能量。

不讲规则，不讲秩序，最后就是坏了规矩，乱了秩

序。所以，在民主测评中坚持量化考核，并实行民主集

中制原则，是正确决策的不二法门。量化考核是基础，

群众投票是“民主”，班子集体讨论是“集中”，测评只应

是一个环节，不应该“唯票论”，班子集体决策才是“终

极裁决”。顾大局，带导向，计长远，利全局，才能真正彰

显公平与正义，也才能让我们的事业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市文化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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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过这样一个剧情：一战士在战斗中

不幸腿部中弹，为了不使伤口感染恶化，毅

然拔出尖刀，口含毛巾，忍着剧痛，自己开刀

取出弹头后再敷药包扎。

战场上，中弹受伤在所难免。可贵的是

在没有麻醉等任何辅助医疗的情况下，对自

己开刀割肉，这需要一种超人的勇气和毅

力。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存在一定的缺点

和不足，也难免沾染一些不良陋习。如何革

除自身陋习，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敢于向自己开刀。

作风问题不是小事，于党员干部而言，

它直接反映出一种不良政风。种种作风上

的陋习，正是隔离干部与群众关系的高墙，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

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

解，作风陋习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影

响一个单位、一个地方政治风气的大问题。

而陋习之所以顽固，就在于从上到下，或放

任自流，或丧失原则，或另有所图，都对不

良做法、错误行为安之若素、见怪不怪。久

而久之，就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甚至造成

了一种误区——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

做别人可能说我是另类；都这么做了，就是

一团和气，就是“适应”或“融入”。显然，这

种是非不分的立场、功利主义的心态，轻则

毁坏个人前程，重则就像无孔不入的雾霾

一样，污染了一个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

麻痹判断、误导行为，更有损事业发展。

虽然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陋习不

是一天养成的，但只要抓住了关键、打中了

“七寸”，并不是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单位陋

习成风，与一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管理不

严有关系。提倡向自己开刀，就是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要有“向我看齐”的勇气，即先用手

电筒照自己，敢于举刀在自己身上刮骨疗

毒，以身示范，树立导向。还要有“跟着我做”

的正气，对不良现象绝不宽容、坚决整治，不

分亲疏，一视同仁，让人学有榜样、干有目

标。更要有“对我监督”的底气，建立监督机

制，自觉接受群众评议，让社会监督与个人

自律形成合力，做到既有自我亮剑的决心，

又有常抓不懈的恒心，为改进作风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力。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

要 敢 于 向 自 己 开 刀
刘克勤

春
日
茶
园 

 
 

 

戴
利
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