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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到我们是在往前走着，就要保
持定力”，这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前行姿态。
踏上新征程，履行新使命，继续推进高质量
发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各级党员干部
既是决策者、组织者，又是推动者、实践者，
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因此，一
定要不断加强四种修养，适应任务需要，注
重在修学、修德、修心、修行上下功夫、使长
劲，练就内外兼备、德才相济的素质本领，
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加强“学习”修养。学可立德增智，是一
个人成长进步的“隐形翅膀”。一位作家说
得好：“学习是一个人的真正看家本领，是
人的第一特点、第一长处、第一智慧、第一
本源，其他一切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的思
考。”学历有终点、学习无止境。党员干部要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从单纯的求
知变为生活方式，把学习当成一种境界、一
种觉悟、一种责任，成为自觉性、习惯性的
行为，真正做到无论在哪都不丢学习、无论
干啥都不忘学习。坚持不懈向书本学、向实
践学、向领导学、向群众学，不断拓宽知识
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努力成为“业务
通”“活字典”和“多面手”。

加强“品德”修养。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道德修养是人品的“名片”、人格的“品
牌”。“德”是核心竞争力。“品”端方能“行”
正。作为机关干部，既要重政治品行，又要
重生活品行，不断锤炼思想道德和意志品
质。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
增强坚持政治立场的坚定性，自觉抵制歪
风邪气，时时处处体现党员干部应有的先
进性和示范性。以“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

常修干事之德，常思贪欲之祸，常怀律己之
心，提升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恪守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追求人格力
量，体现人格魅力，始终做到“对己清正，对
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真正让组织
满意，让基层满意，让人民满意。

加强“内心”修养。“天下根本，人心而
已。”和谐从心开始。党员干部平时业务
多、任务重，处理日常生活、撰写各类材
料、协调内外关系、下基层调研……容易
心浮气躁、心力交瘁。加强“修心”，保持内
心和谐，显得尤为重要。一要心静如水。淡
泊方可明志，宁静方可致远。只有保持恬
淡宁静的心态，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正确对待个人得失，看事业重如山，
视名利淡如水，远离浮躁，坚定信念，潜心
学习，用心工作，热心服务。二要心平如
镜。心平才能气和，内和才能外顺。和谐源
自人的内心、源自感恩之心，正确对待组
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不为物
欲动心，不因小利失节，宠辱不惊，知足常
乐，知恩图报，甘于奉献，敢当人梯。三要
心宽如海。比陆地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
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的心
胸。心胸宽则能容，能容则众归，众归则才
聚，才聚则事业强。党员干部要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特别是要
以宽容之心对待别人，容人之短，容人之
错，容人之异。四要心正如磐。心正则人
正，人正则事正，事正才能形象高。作为党
员干部，要保持先进性、展示新形象，最根
本的就是要“心正”，就是要时刻把公道正
派牢记于心，处处以公道正派为行为准
则，做到公正无私不偏心，严守纪律不越

轨，公道正派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
加强“行为”修养。思想决定行为，行为

影响形象，行为先进则形象高。党员干部的
一举一动备受群众关注，因此要树好形象、
赢得尊重、得到认可，必须身体力行，加强
修行，当好表率。一要在政治上把握方向。
坚决听党话、跟党走，时刻想到自己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代表性，自觉按政策、
按程序办事，不乱开口子，不破坏规矩，不

“跑风漏气”。二要在工作中把握细节。既讲
求工作创新，又注重工作细节，切忌粗枝大
叶、因小失大。一个通知、一个电话、一条信
息、一篇文稿，都要一丝不苟、严肃对待，严
谨周密、反复推敲，绝不让工作在自己手上
延误、差错在自己手上发生、不良之风在自
己这里出现、单位形象在自己这里受到损
害。三要在交往上把握原则。党员干部很容
易让人“套近乎”“钻门子”。因此，要保持清
醒、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做到慎交友、严律
己，言行不出格、交往有原则，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真正做到在党言党、在
党忧党、在党为党，真正做到爱党、忧党、兴
党、护党。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事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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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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生活会上，经常有党员干部

讲长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讲短处三言
两语、蜻蜓点水。甚至有的明显存在问
题，不是主动去查原因、找教训，而是遮
遮掩掩，用“不够”的方式来做挡箭牌，
如：学习不够、落实不够、创新不够……
等等。所有这些“不够”，都是工作和学习
上的短处，需要整改和补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作中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不够在所难免。但光说不够
还不够，不仅要承认不够，还要深刻分析
不够，对标对表找准不够，下足功夫改正
不够，把不够补够。否则，问题就会越拖
越大，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
产生了。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监督、
抵制各种不良风气对党员队伍思想侵蚀
的重要形式。只有拿起这个武器，经常地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有效地抵制
各种不良风气对党员的侵蚀，才能及时纠正党员的缺点和
错误，这是党组织对党员的关心和爱护，它可以起到及时清
理污垢、实施日常监督、纯洁党的队伍的作用。

毋庸置疑，党员干部在工作和学习中取他人之长，补
自己之短，这无疑是对的。但新时代党员干部要履行好职
责和义务，仅此还不够，还要“补长”。“补长”，顾名思义，
就是补充已有的长处、优势、强项。长处是相对的。一个人
的长处与短处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此一时之

“长”可能成为彼一时之“短”；而此一时之“短”，又有可能
成为彼一时之“长”。长处是具有局限性的。任何一种长处
都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环境内存在的，如果时间、范
围、环境发生了改变，一旦他人的短处变成了长处，自己的
长处就可能成为短处，原来的长处就可能难以适应新的要
求，甚至变成了短处。“补长”的目的，就在于努力使长处
长盛不衰。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之所以贵，贵在其
难。知人难，知己更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自以为了解
自己，放松了学习，忽视了党性修养，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
见，更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批评，因而很难听到对自己客观的
评价；自视过高，讳疾忌医，常常用放大镜看自己的长处，而
不找自己的短处，甚至把短处当成了长处等等。

“补长”要加强学习，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还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切实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使自己
的长处不断得到巩固提高。要主动从自己做起，以党和人民
的利益为重，在出现问题或错误苗头时，敢于接受批评，自
觉、积极、主动地“充电”“加油”。要始终着眼于新时代和新
知识的前沿，及时地补，快速地补，保持长处和优势。要持续
补，持之以恒，不断努力，不断攀登，不断超越，使自己保持
已有的长处，并不断获得新的进步。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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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
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广
大党员干部要聚焦群众急难
愁盼，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
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
对策提实，在下基层中“判断
真题”“选择真题”“破解真
题”，真正实现调有所得、研
有所获。

在调查研究中“判断真
题”。下基层调查研究，基础
在摸清真情况、真摸清情况。
党员干部要带着问题深入群
众，围绕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同群众交流互动、听群众肺
腑之言，在调查研究中发现
问题。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与群众同进同出同劳
动，判断问题性质要见“真”
址、见“真”人、见“真”事、出

“真”招，并诚心诚意接受群
众监督。群众反映的要看，群
众没反映的也要看，把群众

“芝麻小事”摆到桌面上、放
到行动上、落实到结果上。

在调查研究中“选择真
题”。在调查研究中，重点在
找准问题特别是找准真问
题。党员干部要善于分析前
因后果，统筹兼顾各个方面，

群众点到的要分析，群众没
点到的也要分析，真心实意
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
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冷暖，
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做，
在慎重选择中扭住问题“牛
鼻子”。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深刻把握问题实质。要
带头到社情复杂的农村去、
到条件艰苦的农家去，既要
看到中心、更要看到边缘，既
要看见好的、更要看见差的，
既要看到今天、更要看到明
天，把全部问题罗列出来，有
的放矢，在调查研究中“选择
真题”。

在调查研究中“破解真
题”。开展调查研究，关键在
提实真对策、真提实对策，让
对策实在有效。党员干部要
深入了解社情民意，练就化
解困难本领，逐一解决问题。
特别要化解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推动决策从
理论变成实践。要与群众结
成命运共同体，勇于涉险滩、
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一对一提出解决方案、一
对一落实整改措施，在调查
研究中“破解真题”。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贵在破解“真问题”
胡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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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朴实谦和，生活朴素
低调，干活不嫌脏累，交友不分
贫富，没有当官的架子——这
是老百姓心里“好干部”的形
象。他们认为这样的干部最可
亲、可信、可靠，平时有什么头
痛事、心里话都愿意对他诉说，
把他当作兄弟和朋友。

然而，偏偏有些人看不起
这样的干部，说其没有官样，土
得掉渣，有失身份，像个农民。
为此笔者不禁要问：农民怎么
啦？农民不好吗？有这种偏见的
人，说到底还是忘记了自己的
本色，是其人生观、世界观和价
值观出了问题。

君不知，华夏儿女从农耕
社会走来，是农民创造了灿烂
的中华文化；新中国从土地革
命走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
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大多数
党员干部从工农子弟中走来，
农民始终是我们这支队伍的主

体。可见，农民这个身份，无论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人
值得自豪、值得信赖、值得尊敬
的称谓，他们身上那种勤劳质
朴、乐善好施、勇敢智慧、遵章
守纪的优秀品质，是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的沉淀，是永远值得
从政者坚守的本色。

本色，即本来面目。一名党
员干部是什么出身并不重要，
关键要始终守住自己的本色，
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来自于
人民，应该服务于人民。在今年

“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
务院总理李强要求各级政府工
作人员“遵纪守法，廉洁修身，

勤勉尽责，干干净净为人民办
事”。为民办事就要清正廉洁、
执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
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克己
奉公，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只有这样，从政为官才能脚
踏实地，为民造福，善始善终。
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都不会
丧失本色，只要党风正，则政风
清，政风清，则民风淳，民风淳，
则百业兴！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
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任
弼时甘心做“人民的骆驼”，陈
赓把自己当作“端盘子的”，聂

荣臻视自己为“人民的勤务
员”，彭德怀把自己比喻为“人
民的扫把”……他们以橘树美
德、莲花气质、腊梅情操、青松
品格自重，保持了勤政爱民的
政治本色，找准了人民公仆的
角色定位，因而获得了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也为党赢得了声
誉和威信。

本色不纯不真，必定越规
越界，甚至腐化变质。党的十
八大以来，一些人违反八项规
定被查处，由受人尊敬的“座
上宾”变成令人唾弃的阶下
囚，根本一条就是忘掉了自己
来自于人民，忘记了服务人民
的职责，工作中把自己当老
爷，生活中把自己当老板，决
策中把自己当老大。最终损坏
了形象，失去了民心。教训何
其深刻！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退休干部）

守 住 本 色守 住 本 色
刘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