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镌刻在岳坟望柱的对联，既是对岳飞与秦桧孰正孰邪的历史判决，又表达了人民对忠与奸的鲜

明爱憎。作为一种内在刚毅正直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力量，正气是由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心理、性
格积淀而成的凛然气节。弘扬正气，小而言之，可以砥砺个人立身处世、自省自警的高风亮节; 大而言

之，可以振奋全民族献身祖国、自尊自强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

公移山》三篇著作中，唱响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他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有一点精神”，那就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公无私的精神，艰苦奋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党风要正，社会风气要好，首先干

部要一身正气。现在，有的干部不讲原则，不敢严格要求部下，不敢批评不良现象，甚至不敢坚决贯彻中

央的方针政策，导致少数地方和部门风气不正、人心涣散，人民群众和负责任的干部对此很有意见。涵

养正气，要求做人要正派，对党要忠诚，对人要坦诚。对不正之风和错误言行，要敢于批评和抵制。要有

敢于坚持真理的浩然正气，坚决同一切违背人民利益和违背社会公正的丑恶现象作斗争。心底无私天

地宽，无私才能无畏。如果一名干部事事出以公心，不以私心，不以私情，不以私人好恶，不以私人关系

为处事原则，那么，他必将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干部清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定因素

邵晓秋
( 江西师大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干部清正与否，事关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事关干部个人的荣辱。实现干部清正，是永葆党的政治

本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决定因素，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政治的基础工程。

1． 干部清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

益”。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公仆”思想，并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谋福利

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列宁将与腐败的斗争称为一场“特殊的战争”，严肃指出:“只要

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和弘扬了理论联

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开展了“三

反”、“五反”和整党整风等运动，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严肃了党纪国法，教育了

广大干部; 邓小平同志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提出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始

终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强调“严重的问题是

教育干部”，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题的干部教育活动，为保持干部清正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 胡锦涛同志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

设的理论，开展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

证;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建设廉洁的政治和干部的清正，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制定和实施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

总要求，组织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思想基础。
这些思想和实践充分说明，干部清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遵守之，则党兴民附、根基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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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弃之，则可能大厦倾覆、亡党亡国。古往今来，因为干部不清正导致人亡政息的事例不胜枚举，教训十

分深刻。

2． 干部清正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执政条件、干
部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
严峻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全党面前。党的建设

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挑战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要纷繁而复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大而紧迫。
如何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

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以党的优良作风赢得人心、凝聚力量。人心是党的根脉和元神，人心整齐，

天下无敌; 人心涣散，手忙脚乱。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使党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课

题。人心所向源自何处? 源自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理解，源自对党的执政绩效

的褒扬赞誉，源自对干部工作作风的体验感佩。因此，我们党的干部能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能否以优良的作风取信于民，能否保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只有

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体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强调

和实现干部清正，是党与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再确认，是党与人民群众舟水关系的再升华。

3． 干部清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

“干部”一词源出法文，最初的含义是指军队的常备人员或基本人员，后来逐步演变为在国家机关

和公共团体中起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的人员。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任何一项社会活动或生产活

动，即使是人数不多的较简单的活动，都需要人去组织和协调，需要指挥和领导，通过这种活动，可以把

分散的人群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整体，可以使每个成员按照既定的目标协调一致地行动，从而形成强大

的社会力量，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命题。实现中国梦，党是领导

力量，人民群众是实现力量。两种力量的紧密结合，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而把党的领导力量与人

民群众的实现力量结合起来，最根本的是靠广大干部的作用。干部作为党紧密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担负着发动、组织和领导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的历史重任。干部队伍的状况如

何，直接决定着党的领导力量与人民群众的实现力量能否结合起来，决定着各项事业能否取得成功。正

如同志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催人奋

进; 直面当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任务艰巨繁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干部清正是

我们党推动事业发展的法宝，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且改革开放越深入就越要强调。只有始终保持干部

清正的作风，我们党才能永远正气充盈、永葆生机，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只要我们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广大干部的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什么事

都难不倒、压不垮、吓不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4． 干部清正是广大干部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保证

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崇高; 投身一项崇高的事业，可以使自己变得崇高起来。
1835 年，17 岁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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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 那时我们所享受的

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

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广大干部只有把个人的奋斗与

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就有意义的人生。个人的追求和价值都应

当体现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之中。正如雷锋同志所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能永远不会干。”
一个人如果能让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就会有最宝贵的归属感，才能释放最强大的正能量。任

何离开党和人民的事业，搞所谓“个人名利”、“个人奋斗”的行为和想法都是错误的。
广大干部是党和国家权力的实际执行者，只有坚持秉公用权、清正廉洁，才能有威信、受拥护，才能

更好地承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保持了清正廉洁的

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工作。但也有少数干部不能把握自己，政治糊涂，私

欲膨胀、贪污腐败、处事不公、邪气十足，最终不仅仅毁了自己、害了家人，而且给党的事业带来极大损

害，教训极其深刻。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的那样，“党教育培养一名领导干部不容

易，一旦在廉政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我们各级干部

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保持政治清醒、
为政清廉、处事公正、一身正气，永葆共产党人的清正本色，这样才能无愧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重托。

干部清正: 对中国传统官德的扬弃

韩桥生
( 江西师大助理研究员、博士)

干部清正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是对中国传统官德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

官清正是众多士大夫的毕生追求，强调为官者要做到政治清醒、为政清廉、处事公正、一身正气。

1． 为官清醒，以民为本

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社会矛盾，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是历朝历代当政者的第一要务。有“春秋

第一相”之誉的管仲，正是因为对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因势制宜，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改

革，分设各级官吏，选拔士子，赏勤罚惰，征赋税，统一铸造、管理钱币，制定捕鱼、煮盐之法; 对外采取

“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最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越王勾践败于吴后，认清了形势，屈

服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后终战胜吴国而成就霸业。商鞅入秦后，针对奴隶制度的没落，提出“治

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变法图强，采取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

法求新的发展策略，使秦国由弱变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秦王赢政清醒认识到了天

下人心思定，积极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任用能臣名将，远交近攻，最终统一了六国，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

展。萧何、东方朔、狄仁杰、王安石、刘伯温、张居正等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都是善于分析时事，抓

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洞察社会发展趋势，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头脑，开创了当时社会的新气象，而成为一代

名臣。诸葛亮隆中对三分天下更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清醒、谋定天下的典范。古代当政者保持政治清醒

的一大法宝就是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唐太宗李世民善听不同意见，认识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保持政

治清醒，终成一代名君。纵观中国历史，为官者能把握天下发展之大势，保持政治清醒，根据社会的需要

施政，是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反之，头脑昏庸，决策失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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