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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地把生活作风建

设列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领导干部要

“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

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胡锦涛同志６月２５日

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

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这些

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讲话的精

神，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把生活作风建设作为

重要内容摆到重要位置，认真抓实抓好。 领导干部的生活作

风问题不是小事 领导干部作风是领导干部在思想、工作和生

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生活作风作为领导干部作

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反映着领导干部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文化素

养，对整个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 从总体上看，当前领导

干部的生活作风是好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上注重道

德修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廉洁自律，在人民群众

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但也不可否认，少数领导干部在生活作

风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贪图享乐。讲排

场、比阔气，办公条件追求豪华，生活要求趋于奢侈，甚至

沉溺于酒绿灯红之中，腐败堕落，道德败坏。二是精神萎靡

。精神空虚、意志消沉，对本职工作缺乏热情，对群众疾苦

漠不关心，甚至热衷迷信活动，喜欢问卦占卜、烧香拜佛。



三是思想庸俗。在领导集体中，惟我独尊，作风霸道，把自

己凌驾于组织之上，不讲正气、不讲团结、不顾大局；在日

常交往中，把人际关系庸俗化，拉山头、搞帮派、划“圈子

”；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不太重视生活作风

建设，认为生活作风纯属个人私事，他人和组织无权过问，

也没有必要过问；或者认为生活作风上即使存在一些问题，

也只是“小节”，不必小题大做，更无须上纲上线。这些认

识都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私事，也不是

小事，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 领导干部

生活作风与党的形象密切相关。一个政党的形象如何，固然

与其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关系最直接，但也与每个党员特别

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相关联。实际上，人民群众总是从身

边的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来认识和评价我们党

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好，党的形象就好。如果

领导干部在生活作风方面不注重道德修养，情趣低下、贪图

享乐，甚至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就会极大地损害党的形象

。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影响社会风气。党风正则政风清，政风

清则民风淳。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和所具有的影响，决定了

其言行往往能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如果

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作风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

守道德，就会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反之，

如果领导干部在生活作风方面不检点、不自重，甚至品质低

下、道德沦丧，就会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领导干部生活作风

关系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效。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大量事实说明，领导干部经济上的腐败与他们在生活上

的腐化和道德上的堕落有着密切关系，许多腐败分子正是从



追求生活上的享乐而逐步走向腐败和犯罪深渊的。 积极探索

加强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的有效途径 深入学习胡锦涛同志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建设

，必须把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纳入到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

整体工程中去。同时，注意研究和把握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的

特点和存在的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新形势下加强领导

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的有效途径。 加强教育是基础。领导干部

的生活作风，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

观、利益观的反映。因此，加强思想教育是加强领导干部生

活作风建设的基础。应进一步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

育、宗旨意识教育、纪律观念教育等，使领导干部坚定理想

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

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生活作风上以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 健全制度是保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

稳定性和全局性。应根据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的特点和存

在的问题，健全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大力推进领导干部

生活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

领导干部考察考核制度，将生活作风情况明确纳入领导干部

考察考核的范围；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拓宽监督渠道，将

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情况置于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实现监

督的公开性和广泛性；进一步完善奖惩制度，在对领导干部

生活作风状况进行科学考察考核的基础上，对生活作风方面

存在严重问题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而且要根据有关党纪

党规进行严肃处理。 努力学习是前提。对领导干部个人而言

，加强学习是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培养良好生活作风的前提

。应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理论



素养；认真学习党章以及党纪党规，进一步牢固树立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意识

，真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同时，加强对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学习，真正做到知荣辱、明礼仪、讲诚信，自觉

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努力成为践行社会主

义荣辱观的模范。 严格自律是关键。严格自律，总的来说就

是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重，就是清醒认识

自身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自

省，就是经常对照党员干部的标准，对照党纪国法的规定，

“吾日三省吾身”，认真查找不足并及时改正；自警，就是

自我警示、警钟长鸣，经常检视自己的生活作风，反思他人

堕落的教训并引以为戒，始终保持一种如履薄冰的心态；自

励，就是志存高远、追求高尚，以身作则、廉洁自律，能够

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守得住小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