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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干部清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建设政治文明的战略高度，纳入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整体布局中进行认识和把握; 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的历史维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和共同监督。

1． 以坚定不移反腐败为重点

实现干部的清正，必须坚定不移地与腐败作斗争，必须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给予严厉惩处，震慑

和警示腐败分子。只有严惩，才能形成威慑力。没有严惩，教育就会缺少规劝力，制度就会缺少约束力，

监督就会缺少执行力，法律就会缺少公信力。从严查办腐败案件，从严打击腐败分子，是实现干部清正

的重要手段。要以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和“露头即打”的原则，始终保持对腐败行为的高压态势。对

于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如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证券金融、交通运输、干部人事等领域，应重点加强监

管。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要关口前移、防范在先，要综合治理、注重实效。惩治腐

败，要抓住制度、教育、监督等重点措施，着力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惩罚于已

然。将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扼杀在萌芽状态，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损失。预防和惩

治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厉惩治，而实行严

厉惩治本身又有利于进行有效预防。预防和惩治腐败是实现干部清正的第一道关口，如果这一道关口

失守，其他的努力也必将是徒劳。

2． 以制度建设为根本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实现干部清正必须要加强制度建设，发挥制度对干部清正的保障作用。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

戏规则，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个体与组织在博弈的过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制度一旦

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刚性，它对个体的行为具有规范、引导、评价、强制和惩戒等多种功能。正如邓小平同

志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

面。”要健全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大对权力运行的监控力度，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干部人事、财政金

融、司法执法、国有资产等方面制度改革，完善各种工作机制。把审查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链条为重点，

认真审查制度设计上的欠缺之处，压缩权力滥用的空间，斩断利益输送的链条，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保证干部清正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即使是再完善的制度，如果在执行上出了问题，制度的效

用就会尽失。要加强制度的宣传教育，建立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问责机制，不仅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要严

惩，而且对不认真执行制度的行为也要严惩，发挥好制度对干部清正的保障作用。

3． 以走群众路线为关键

人民群众是实现干部清正的力量源泉，走群众路线是实现干部清正的关键点。习近平同志指出: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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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的主人，是领导干部权力的赋予者，人民群众有权利也有能力对干部的权力进行监督，人民群

众拥有高度的建设廉洁政治的热情。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干部清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吸收

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有效形式，实现干部的清正廉洁需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吸纳群众的

智慧。要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增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有关政策和工作的透明

度。要建立健全受理人民群众揭发检举违法违纪行为的体制机制，及时处理人民群众反映和关心的重

大问题。要拓展群众监督渠道，实施干部收入和财产登记公开制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要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同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要注意倾听群众的

意见，发挥好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4． 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

实现干部清正，要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

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

量。在当前，加强作风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紧迫，任务也更加艰巨、更加繁重。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狠抓作风建设，带头制定八项规定，并以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全

国各地通过持续开展各种教育活动，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问题和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问

题，取得较好成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的积

累，有的干部逐渐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跟群众的感情和距离疏远了，衣食住行、说话办事讲究多了，讲排

场、摆阔气，大手大脚、铺张浪费; 有的干部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有的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司空见

惯、习以为常，甚至乐此不疲; 有的做虚功甚至谎报经济发展数据。这些问题严重地伤害了老百姓对党

的感情，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在不折不扣

抓执行、抓落实上下功夫。首先，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领导干部是党和国

家的中坚和骨干，其作风好坏对党风政风和整个社会风气具有导向作用。其次，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第三，要持之以恒。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基础上，进一

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扎实推进作风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以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决不能搞突击式

运动，更不能虎头蛇尾、一阵风。

5． 以修身自律为基础

百善德为首。德行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做事之基和成才之道。干部清正与否，与其自身的德

行有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无论是市场经济中社会法律规范的制定，还是

人们对于社会法律规范的认同和内化，都要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实现干部清正，同样需要法治和德治

并举。在现实社会中，各种权力职位数量巨大，分布极广。即使我们制订出极为严密的法律规范来限制

权力的滥用，实施监督和严格执法的成本也将极高; 即使花费极高的成本，也总还存在着监督不到的情

况。所以，只强调法治而不注重依靠道德自律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实现干部清正的。“道也者，不可须

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

也。”“慎独”是道德自律的主要途径，也是道德自律的崇高境界。自律即行为者自己自觉遵循一定的道

德准则对自己行为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道德作为自觉行为，是由自我控制得以实施的，是自律的。
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带头修身自律，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

健康的生活情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
( 责任编辑: 余小江)

62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