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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风建
设如逆水行舟，一篙松劲退千寻，唯有
一体推进学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久久为功，方能推动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立规矩
开始，制定出台八项规定，从“舌尖上
的浪费”到“车轮上的腐败”，从“会所
里的歪风”到“节日里的腐败”，以小切

口推动大整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
风民风持续向好，八项规定深刻改变
中国。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作风建设
永远在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
于一役。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
须经常抓、长期抓。
　　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指尖上的
形式主义”，用数字留痕代替真抓实
干；少数干部心存侥幸，违规吃喝穿上

“隐身衣”；个别领域门好进、脸好看、
事难办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再
度警示我们，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
顽固性，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要
以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性，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不断取得 新
成效。
　　化风成俗，绝非朝夕之功。各级
党组织要持续完善“抓常、抓细、抓长”
的工作机制，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

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一个节
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解决，抓具体、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
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督促党员干部树
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党员
干部当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勤掸“思想
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
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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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按照党中央部署，当前全党上下
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这是巩固深化主题教育
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
求，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务必认
真严肃对待。
　　“有些领导的手电筒只照别人不

照自己”“问题总是客观的，错误总是
别人的”……这些形象的说法，折射出
一些领导干部眼睛盯在下属，只对别
人提要求、把自己置身事外的作风问
题。要切实把制度的刚性拧进“关键少
数”的灵魂深处，通过把自己摆进去，
为普通党员树立鲜明导向。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着力

点。中央八项规定开宗明义提出，首先
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
决不做。党中央率先垂范，把自己摆进
去带头做起，其他各级领导干部有什么
理由不躬身入局？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
向党中央看齐，对照规定找准本地、本
单位的实际问题，拿出针对性的改进措
施，为广大党员作示范。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十多年来，党的
作风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但滋生“四风”
和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并未根除，改进
作风仍需久久为功。面对顽瘴痼疾，尤其
需要作领导者以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的
勇气，带头将作风建设进行到底。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好
头、领好路，是有力的表率，更是无声的
力量。

注重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
  注重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是
确保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查
摆问题还是集中整治，都不能“关起门
来自说自话”。要听取群众意见呼声，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群众可感可及
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作风建设
持续向好。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
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推进党的作

风建设，群众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监督者和阅卷人。群众对身边不正之
风感受最真切，对作风建设成效评价最
客观。在学习教育中，让群众广泛参
与，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盼，精准
发现问题苗头和隐患。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群众“身边小事”就是作风建设的

“大事”，群众呼声意见就是最真实的
“晴雨表”。党员干部要以“入山问樵、

遇水问渔”的谦逊心态，深入基层、深入
群众，从群众“牢骚话”中掌握真问题，
在群众“家常话”里寻找真方法，让问题
查摆更精准、集中整治更有效，让政策
制定更接地气、整改措施更贴民心。
　　群众参与是作风建设的源头活
水，群众监督则是作风建设的锐利武
器。近年来，各地畅通监督渠道，群众
的“火眼金睛”敏锐发现了一批问题。
面对作风建设中的顽瘴痼疾，要更加

畅通监督渠道，让群众监督无处不在，
贯穿于作风建设全过程，使党的作风
建设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以“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
答不答应”为标准，让群众成为参与的
主体、监督的眼睛、整改的镜子、评价
的尺子。要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不断赢
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让八项规定
这张“金色名片”焕发更加璀璨的
光芒。

改文风会风话风是改作风题中之义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纵深推进
作风建设。改作风涉及方方面面，其中
形成好的文风会风话风是检视作风建
设成效的重要标尺，更是持续改作风的
题中之义。改作风和改文风会风话风
要一体推进、相互促进。
　　文章怎么写，会怎么开，话怎么
说，都直接映射党员干部作风状况，
直接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
象。早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初，党
中央就对精文简会等方面提出明确

要求，以上率下作出了示范，树立了
标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就要时时对标对表，在改文风
会风话风上绵绵用力，以群众看得见
的变化体现作风建设新成效。
　　文风改什么？改掉晦涩难懂的
语言，改掉言之无物的内容，改掉动
辄穿靴戴帽的风格，改掉长篇累牍的
形式，改掉居高临下的说教。文章不
写半句空，文件不注一点水，语言朴
实平实，内容开门见山，干部群众才
能读得懂，看得明白。

　　会风改什么？改掉“马拉松式”会议，
改掉开会“轮流念稿”，改掉层层陪会，改
掉为开会而开会，改掉重形式无内容的
会。少开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让干部
腾出精力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话风改什么？改掉推诿扯皮，改
掉官腔官调，改掉溜须拍马，改掉车
轱辘话。多说大白话，敢讲真心话，
坚决摒弃“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
严谨的套话”。
　　文风会风话风中的一些不良习
气，根子是作风不严不实。没有真正

沉到一线了解民情，就写不出有思想
有温度的好文章；没有奔着问题去的
认真劲，就容易陷入“以会议贯彻会
议”的怪圈；没有主动和群众掏心窝
子，话就说不到老百姓的心坎里。改
文风会风话风，说到底就是要改作
风、戒虚功。
　　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
以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党员干部思想源
头抓起，锻造过硬作风，讲实干、谋实
绩，“短实新”的文风、“干实事”的会风、

“接地气”的话风就会蔚然成风。

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
  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
入口和动员令。当前全党上下正在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要以此为契机，严肃查处各
种违规违纪行为，扫除其滋生蔓延的
社会文化土壤，筑牢自觉抵制的思想
防线，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
　　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近年来，一些“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
冒头，形式主义花样翻新，违规吃喝
隐蔽化、收受礼品远程化等新手段浮
现。新现象背后仍是作风问题，作风

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要将此次
学习教育当成一次政治体检，大病动
手术、平时重预防 ，实现作风建 设

“防”与“治”的辩证统一。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要
露头就打。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
的风，要防微杜渐，坚决纠治作风问题，
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堵住蚁穴、
打好补丁，下好整治歪风邪气的先手
棋，打好治未病的主动仗，才能防止从
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堵住由风及

腐、风腐一体的传导通道。
　　在刹住歪风邪气上不能有“疲劳
期”，要反复敲打。诸多隐形变异新
动向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
复性，抓一抓会好转，松一松就会反
弹，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成效而有任
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要完善作
风建设长效机制，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新表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特
权思想、铺张浪费等，要精准施治、靶
向治疗。
　　整治歪风邪气，重在风气养成，

重在日常教化。立明规则，破潜规
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
候。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
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常态化，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拧
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
关”，才能不断充盈新风正气，营造良
好的政治生态。
　　思想的清泉浸润人心，制度的齿
轮精密咬合，监督的铁腕雷霆出击，
以清风吹散歪风、正气驱走邪气，就
能不断赢得群众支持和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