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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晴 21℃～28℃ 西北风3～4级 明日天气：晴 22℃～27℃ 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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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作风建
设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基础，
关系事业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
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出台中央八项
规定，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刹住
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
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新
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等重
大问题。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
满盘皆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
风持续向好，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
象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一
定要从上头抓起，各级领导机关、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把自己摆进去，
带头转作风。”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
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如何对待和运用
好手中的权力，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
强弱、官德好坏的试金石，也是从根本
上解决“四风”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要“慎权”。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可以造福一方，
成就一番事业；滥用权力或把手中的
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则会危害
一方，甚至会葬送掉自己的前程乃至
生命。领导干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实
际上也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权力越
大，责任越重，必须始终做到“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每一
位领导干部都应主动与焦裕禄、孔繁
森、郑培民等先模人物对标对表，自觉
把行使权力当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式，
努力为人民群众干好事、干实事、干成
事。领导干部要做到谨慎用权，还必须
严于律己，自觉接受监督。权力具有天

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如果不受监督，
就容易滋生腐败。唐代诗人杜荀鹤曾
写下《泾溪》一诗：“泾溪石险人兢慎，
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
时闻说有沉沦。”这首诗告诫人们要居
安思危、处盈虑亏。这同时也要求领导
干部在用权方面要不忘为官之本、不
谋一己之私，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划
清“权”与“利”的界限，做到“心不动于
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二要“慎独”。儒家经典《礼记·中
庸》中提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
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不要在别人
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放松对自己的要
求，也不要因为细小的事情而不拘小
节，所以君子要慎独，即使一个人独
处、没有人注意，也要谨言慎行。领导
干部要做到慎独，必须不断增强自我
监督意识，习惯于“吾日三省吾身”，经
常扪心自问，是否带头践行了自己提
倡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准则，绝不能言
行相悖、表里不一。慎独既是个人修为
的重要体现，也是领导干部党性原则
的有效检验。领导干部慎独的关键是
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做
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
中有戒，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
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
不越轨、不逾矩。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
少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在面
对金钱、美色等形形色色的诱惑时，要
坚持自尊自重、自检自省，不断筑牢思
想道德防线，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在
明辨是非、荣辱、苦乐、得失、利弊等尺
度准绳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三要“慎微”。“不虑于微，始成大
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任何事物的
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走上犯罪的道路、沦为
贪官，固然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但
很多则是从接受“一点小意思、小纪念
品”逐步发展到收受、甚至索取贿赂
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做到不栽
大跟头、不犯大错误，就要慎微。“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恶
不注意，任其发展，势必酿成大祸。如
果不能做到防微杜渐，长此以往终将
遭受焚身之祸，所以领导干部千万不
要轻视“小事”。领导干部修身养德须
慎于微，恪尽职守也须在这上面下功
夫，切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伟大
的事业源于细节的积累，领导干部要
在为群众排忧解难中深思细抓，把实
事办实，把好事办好。只有这样才能踏
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在服务人民的
事业中不断提升修养境界。
　　四要“慎内”。领导干部既要管好
自己，又要管住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这是党历来对领导干部
的一项要求。纵观近年来官员腐败案
件，夫妻联手作案的案例令人深思，许
多贪官背后的“贪内助”充当了家庭

“收银员”角色。从“全家腐”到“全家
覆”，一幕幕悲剧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钉钉子精
神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一
些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明显增
强，有些不法分子在“正面进攻”领导
干部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采取“迂回侧
击”战术，把突破口转移到领导干部家
属身上。一些“内助”经不起物欲的诱
惑，“助贪”“推贪”，最后共同沦为罪
人。反腐倡廉是社会的共同责任，关系
到每个干部家庭的和谐、幸福与安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把好家庭“廉政
关”，常吹“廉政风”，常念“廉政经”，不

要让“后院”起火，要让领导干部的家
庭生活充满清正之风、廉洁之气。
　　五要“慎友”。《荀子·大略》有云，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不可
不慎取友。”人生在世，和什么人交朋
友尤为重要。孔子曰：“益者三友，友
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不少领导干部走上违纪违
法的道路，往往就是因交友不慎造成
的。要做到慎友，必须端正交往动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
造者，领导干部要拜人民为师、向人
民学习，多与普通群众交朋友，倾听
他们的肺腑之言，不断增进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多交一些坦诚相见、
直率敢言的诤友，多听一些逆耳忠
言，帮助自己提升思维认知与系统分
辨能力，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大
是大非面前讲党性、讲原则、守纪律，
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六要“慎好”。“穿衣戴帽、各有所
好。”有爱好本来无可非议，但要慎重
对待。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一
些领导干部的爱好大做文章，以达到
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作为领导干部，一
定要严格控制自己的爱好，坚持做到

“功名利禄心不动，酒红灯绿眼不迷，
不义之财手不伸，邪风浊流身不歪”。
要从政治高度看待个人业余爱好和生
活情趣，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把情趣、
爱好限制在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使之
不受污染、不受诱惑。要培养自己高尚
的情操、正确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摆
脱低俗的物欲需求，要“爱”之得当、

“好”之有道，努力在忠实履行党章赋
予的职责和活动实践中体现出自己的
人生价值。

（作者系西海岸新区工委党校高级讲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国
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
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
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历经考验而初心不改的关键
因素之一。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则会败
坏党风政风，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严重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今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贵州考察时对全党开展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提出明确
要求：“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
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
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奢靡之风往
往与腐败密切相关，具有顽固性、长期
性、复杂性。必须保持须臾不松懈的“韧
劲”，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推动持续整治奢靡之
风，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革命
本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纵观中国数千年王朝盛衰更替，有
以谨身节用而安邦兴国者，也有贪图奢

靡享乐而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回顾党
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从毛泽东同志强调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
作风”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不懈
纠正‘四风’”，我们党始终将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作为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
定开局破题，从抓月饼、抓贺卡、抓烟花
爆竹等一个个“小切口”入手，刹住了一
些曾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奢靡之风，攻
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使尚俭
戒奢的良好风尚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
同追求，以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
赢得了党心民心，深刻改变了中国。
　　古人云：“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
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侈则多
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
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看似只是个人修
养上的小事小节，实则与家道起落甚至
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历史和实践充分证
明，俭则约，俭生廉；奢侈浪费则是贪欲
之始、腐化堕落之端，是滋生腐败的土

壤和温床。从实际情况看，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后面，一般都有更严重的问
题。奢靡之风多与贪污腐败相互交织，
不少被查处的干部腐化堕落，大都始于
个人平时好攀比、讲排场、比阔气、图享
乐等问题。小处疏忽、小节失守之后，就
会逐渐发展为“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
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最终走上贪赃
枉法的不归之路，教训极其深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关键时期。虽然我们已经告别
了缺吃少穿、物资匮乏的苦日子，但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过紧日子”
的要求，深刻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在关键时期继续发
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作风重大
意义的清醒认识和坚定决心。我们要
以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为重要抓手，不断压缩奢靡之

风隐形变异的空间，继续以优良党风
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不仅要
善教善学，还要严查严管，更要立行
立改。
　　善教善学，就是必须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
要思想，把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行动为令、身教为
镜，带头“过紧日子”，在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方面做好示范、当好表率。严查严
管，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各种隐形
变异的铺张浪费和奢靡享乐现象，不断
强化尚俭戒奢的制度执行，坚持奢靡之
风与腐败问题同查同治，坚决斩断由风
及腐的链条。立行立改，就是必须不等
不推不拖，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看准了就即知即改，切实把持续狠
刹奢靡之风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
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以
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作风建设成效，把
中央八项规定这张深刻改变中国的“金
色名片”擦得更明更亮。
（原文载于5月13日《人民日报》第9版）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用“六慎”正“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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