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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1_98_E5_AD_A6_E4_c25_236076.htm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提出：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胡锦涛同志在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提出：党的作风体现在党的宗旨，

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一个国家没有正气，就可能亡国；一个民族没有正气，就可

能灭族；一个家庭没有正气，就会损害家；一个单位没有正

气，就会衰败。 讲正气，是中华民族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

传统。江泽民同志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一个人必

须树立正气，必须有正义感。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

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

改革开放至今，不可避免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权谋私和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歪风邪气上。要树立高尚的价值

观就不得不在全社会弘扬正气，一方面对违法犯罪行为予以

坚决打击，另一方面要为广大群众树立光辉的典范和学习的

榜样。 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

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

；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

情趣健康。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倡导

领导干部要从上述八个方面树立良好的风气。这是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

。我认为，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实际上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

完整的党员干部行为准则体系；总书记倡导的“八好风气”



语言朴素、内涵丰富，意味深长。这一重要论述并非豪言壮

语，只是以平实的语言教导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理论和知识

的更新，心里装着老百姓，要团结同事一起工作，要尽可能

过朴素的生活，要结交良师益友，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

。 遵循客观规律加强干部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我们做好一

切直接、间接影响执政能力的各方面工作。最要紧的是做到

几个结合： 一是把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结合起来。十六大报

告指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作风

问题说到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党性觉悟问题。因此，转变干

部作风，必须从加强教育，改造世界观、增强党性觉悟入手

。要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领导干部不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解决好权力观、地

位观、利益观问题，就不可能领导好改造客观世界的工作。

要结合新的形势和干部的思想实际，扎实有效和坚持不懈地

对党员干部进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

，进行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教育，进行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教

育和必要的集中学习教育，切实解决干部从思想上入党的问

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筑起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和各种利欲诱惑的思想道

德防线。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规范干部行为的各种制度，

包括实体性制度及相应的程序性制度，使干部行使权力和履

行工作职能时有章可循。 二是把继承优良传统和进行作风建

设创新结合起来。在作风建设上，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

进行改革创新。我们党成立８０多年来，培育了一系列优良

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把我党优良作风主要概括为“三大作风



”、“两个务必”。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又增加了

“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

统和作风，始终是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

内容，是抵制和战胜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强大精神武

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还应不断培育新的优良作风，并

将其作出新的理论定位和概括。“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就

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对干部作风的新要求，是对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的继承，是在新时期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创新。 三

是把严格自律和强化监督结合起来。作风发展变化的过程，

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内因、外因的关系中，内

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把抓好干部的自律放在

第一位。要教育引导干部把党的理想和宗旨，把“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奉为自己立言立行的根本准

则，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己规范自己，自己把

握自己，自己超越自己。在强调党员干部坚持自律的同时，

也要重视他律，强化来自外面的监督。特别是要对干部职权

的行使、权力的运用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使党员干部

既接受来自党内特别是班子内的监督，又接受来自广大群众

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既接受自上而下的监督，又接受自下

而上的监督，形成完善的监督机制，增强监督的合力和监督

的有效性。 四是把整体推进与领导垂范结合起来。干部是党

的事业的骨干和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抓干部的作风建设

不能有空白点，而应整体推进。要结合从事不同工作、居于

不同层次的干部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做工作，促进广大干部

作风的改进。在整体推进中，要特别注意抓重点、抓关键，

抓对中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作风培养。领导干



部是党的“上梁”，全党的表率，也是广大干部的教育者、

引导者和示范者。“上梁”正不正，领导干部的作风好不好

，对于正确决策的制定，党的事业的推进，党的形象的塑造

，干部和群众行为的导向，都至关重要。我们一定要坚持从

严治党方针，从严治理领导干部。比起一般干部来，对他们

更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各级领导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要求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

求下级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做发扬优良作风、抵制不正

之风的表率，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带动、影响和促进广大干部

作风的改进。 “讲正气、树新风、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

设”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当代，还在于它

能最大限度地发掘我们身上所特有的气质活力四射的蓬勃朝

气、勇往直前的昂扬锐气、光芒万丈的浩然正气！这些恰恰

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所需要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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