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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一把手”要率先“严以修身”

李景治
(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党政“一把手”要积极参加“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率先“严以修身”，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应始终

坚持“心中有党”: 做到心中有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党的事业; 要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政治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坚决贯彻落实“四个全面”。应始终坚持“心中有民”: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执政为民，

“要有担当”，正确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应始终坚持“心中有责”: 坚持科学发展观，善于把握大局，坚持不

断改善民生，重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应始终坚持“心中有戒”: 严格遵守工作纪

律，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 要模范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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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p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Should Take the
Lead in“Strictly Looking After Their Own Conduct”

LI Jingzh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op leaders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pecial edu-
cation of“three kinds of strictness and three kinds of honesty”，take the lead in“strictly looking af-
ter their own conduct”，further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always adhere to“the party
in mind”，ideals and beliefs，goals，and the cause of“the party in mind”，consciously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maintain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olitically，resolutely implement“the four comprehensives”，always adhere to“the people in mind”，

establish the right view of power，adhere to governing for the people，be a person to play，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interest，always adhere to the“responsibility in mind”，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and be good at gras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persist
in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undertak-
ings，try to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always adhere to“standard in mind”，strictly ob-
serve work discipline，establish a good working style，comply with in an exemplary way“Eight Provi-
sions”put forward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and always keep the life style of plain living．
Key words: top leader of Party and Government;“strictly looking after their own conduct”;“the par-
ty in mind”;“the people in mind”;“responsibility in mind”;“standard in mind”

2015 年 4 月，中央要求在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所



谓“三严三实”，是指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根

据中央以上率下、示范带动的精神，党政“一把手”要积极参加“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率先“严以修身”，

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2015 年 1 月，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共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曾要

求，每个人都要做焦裕禄式的“四有”县委书记，即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2］这也是

对各级党政“一把手”包括中高级干部，“严以修身”的基本要求和指导方针。

一、党政“一把手”应始终坚持“心中有党”
党政“一把手”要“严以修身”，就应始终坚持“心中有党”。
首先必须做到心中有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党的事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是党政

“一把手”的脊梁。党政“一把手”只有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才能始

终“心中有党”，成为模范共产党员，担负起党所赋予的责任。党政“一把手”要有远大的追求、崇高的精

神世界和政治远见，站得高，看得远，不能目光短浅，只顾眼前。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党政“一把手”要

把理想信念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用理想信念鼓舞自己的斗志，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个人政治抱负

的实现，自身价值的追求，都要同党的伟大奋斗目标密切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创造

性地推进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在有些人看来，坚定理想信念是新党员、年青干部的事; 党政“一把

手”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有些党政“一把手”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可以冠

冕堂皇地教导新党员和年青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却不再反省自己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而党内思想

教育活动，也很少针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这样，问题就出来了。
党政“一把手”权力大，责任重，整天埋头忙于事务性工作，容易放松学习和党性修养。而我们对干

部的考核、管理、提拔任用，又偏重政绩、能力，忽视了对其理想信念的考察，没有将其政治品德、工作作

风、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表现作为重要考察内容。结果，一些人放松了思想要求和党性修养，理想信念淡

化，革命意志衰退，私欲膨胀，追名逐利，贪图享受，生活腐化，乃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跌入罪恶的深

渊。事实证明: 腐败之路始自思想要求和党性修养的放松、理想信念淡化、革命意志衰退。“严以修

身”，加强党性修养，是终身的奋斗，而非一劳永逸，也不是一朝修成“正果”就能终身收益。周永康、徐
才厚、薄熙来、令计划，以及一大批副国级、省部级高官的落马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党政“一把手”
“严以修身”，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已势在必行。因此中央强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着力解决理想

信念动摇、信念迷茫、精神迷失、宗旨意识淡薄、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等问题。
其次，要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同志强调，“作为党的干

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要

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

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2］“心中有党”，就是在政治上忠于党，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不走岔路，不走偏路。
再次，要坚决贯彻落实“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总结

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时期治国理政、从严治党的总体方针和战略部署。各级党政“一把

手”应积极响应、坚决照办。是否坚持“四个全面”，能否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四个全面”，

已成为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最高要求、核心标准。各级党政“一把手”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工作

岗位上工作，都应经得起风浪考验，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排除各种阻挠干扰和艰难险阻，积

极工作，努力做贡献。
党政“一把手”要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持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全会、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积极推进“四个全面”，绝不能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乃至阳奉阴违的

错误态度。绝不能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置于党的事业和全局工作之上。邓小平早就反复

强调，为了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深化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必须要加强中央的权威。当前，

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尽管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中央的权威只能加

强，而不能有丝毫削弱。是否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对党政“一把手”的严肃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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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政“一把手”应始终坚持“心中有民”
“心中有民”就是甘当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认识和处理权

力与党、人民的关系，权力与责任、利益的关系。要着力解决滥用权力，设租寻租、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不直面问题、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等问题。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党政“一把手”要时刻牢记权力来自党和人民。但党政“一把手”大权

在握，其权力的运用又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一些人容易以权谋私、为所欲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们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又应该为谁服务。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被上级领导提拔任用

的，手中的权力自然是上级领导赋予的。因此，他们的工作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只要上级领导满

意，就可以继续升官，至于党员和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无关紧要，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而一些违法乱纪

者，则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些现象的产生，都与错误的权力观密切联系在一起。
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代表人民治国理政。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决定国

家、政府的领导人，并对其实行监督，随时可以罢免他们。这里的权力授受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宪法

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当然，我国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各级党组织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

推荐提名同级政府、司法部门的干部人选。但这些干部人选最终还是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

审议通过，才能正式产生。党员是党的主体，党员选举产生各级党代会，而各级党代会或其全委会选举

产生同级党委的常委、书记、副书记，后者要接受党代会及其全委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这里的权

力授受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党章所明确规定的。党政“一把手”应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权力来源于

党和人民的观念。有关部门也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强化党代会、人代会在党政“一

把手”选拔任用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党政“一把手”真正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来自党和人民。
第二，坚持执政为民。党政“一把手”的权力来自党和人民，是代表党和人民掌握和运用权力，应切

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同志说，“县委书记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做雪中

送炭的事情”。［2］显然，这一要求适用于各级、各类党政“一把手”，并不局限于县委书记。心中始终装着

老百姓，就是执政为民，是党政“一把手”做好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衡量党政“一把手”工作

的最高原则和标准。许多问题的处理、许多重要决策的做出，只要做到始终装着老百姓，就能坚持正确

的方向，避免重要失误和遭遇重大曲折。在工作中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要把这些问题当作头等大事，当作执政为民的原则问题抓紧、抓好。因为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

影响到民生的改善，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只有民生改善、群众满意，社会

才会稳定，改革才会有动力，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不断深化和推进改革必须

为民谋利，让民受惠，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损害群众的利益，影响群众的情绪。
第三，“要有担当”。党政“一把手”位高权重，在其领导的地区、部门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如其

正确地运用权力，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就能发挥我国制度和体制的优势，集中精力干大事。但如果

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与其应承担的责任相脱离，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乃至给工作造成巨大的损

失。一些党政“一把手”热衷于揽权，玩弄权术，疯狂追求权力的扩大、职位的升迁，却不愿意承担权力

的运用所应承担的责任、所带来的风险。这种只求保官、升官，而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党政“一把手”，显

然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就事业而言，这类党政“一把手”不可能大胆创新，勇于开拓新局面。就个人

发展而言，这类党政“一把手”难成“大器”。人民不会信任、选择这种不敢承担责任的干部。中央和有

关部门也不会重用和提拔这样的干部。因此，习近平同志告诫，“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

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2］

第四，正确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权力与利益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掌握多大权力就可以谋取

多少利益。关键是为谁谋取利益。党政“一把手”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取

利益。也就是说，党政“一把手”的权力是用来治国理政、为民办事的。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要运用

手中的权力促进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生的改善。权力绝不能用来谋取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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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反对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又要防止利益对权力的诱惑。为此，党政“一把手”在工作中必须做到

公而忘私，心中无我。人都有其切身利益，都需要衣食住行、健康、养老，党政“一把手”也不例外。人们

关心自身的利益，依法维护自身的利益，是合乎情理的。党政“一把手”也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他们依

法维护自身的利益，依规享有合理的待遇，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人民群众的理解。但个人利益必须远

离权力，不能用权力谋取私利。

三、党政“一把手”应始终坚持“心中有责”
习近平同志说，“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2］任何党政“一把手”都想干事创业，都希望取得更好的政绩，以回报党的信任，人民的

支持，也以此展示个人的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但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心中有责”，对党负责、
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此，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科学发展观。党政“一把手”，要积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纠正片面追求 GDP 增

长的思维模式和发展模式，杜绝为保持经济快速发展而不惜一切代价、不计各种后果的野蛮开发，以实

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坚持创新驱动。要毫不手软地淘汰

过时的机器设备，削减或转移过剩产能，要支持科技研发和创新，鼓励新型产业的发展，杜绝低水平重复

建设。要坚持节能减排，保持经济增长和能源供应的相互平衡。与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国情相

比，我国的资源相对匮乏，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因此，经济的发展要坚持节约能源，实现经济发展与

能源供应的相互平衡。同时，又要积极开发新能源，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新材料。
既要推动经济发展，又要合理控制地方债务。发展就要花钱，中央的拨款、地方财税收入，往往满足

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贷款借债就成为地方发展的常用手段。只要贷款借债规模适度一般不会

产生大的风险。但如果地方债务存量过大，增量过猛，债务负担过重，那么就可能积累起“债务危机”。
对此，党政“一把手”应高度重视，有责任保持地方债务的安全性、可控性，更不能为了政绩、为了出彩，

毫无节制地举债贷款。为官一任，欠债超出合理范围，即使没有严重腐败问题也不能升迁。政绩要与责

任密切结合，而责任又要与欠债相挂钩。要让党政“一把手”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做法，始终有
“后顾之忧”。

要保护环境，严控污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方环境遭到破坏，大气、水受到严重污染。
不少党政“一把手”只注重经济的发展、GDP 的增长，而忽略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环境的破坏、污染的

形成很快，但治理、控制却是长期的，要付出高昂代价。那里的党政“一把手”本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结果却贻害一方。这种只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阻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影响子孙后代健康

成长的做法，必须纠正。保护环境是任何一任党政“一把手”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环境，严控污染，既

应是对党政“一把手”进行考核的重要标准，也是其“严以修身”的重要内容。
第二，善于把握大局。党政“一把手”不论就任何职何地，都要牢牢把握住国内外形势的大局。不

断开阔国际视野，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住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推动本地区、本部

门的发展。党政“一把手”要紧紧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要把握国际大局，抓住机遇，促进国内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也要主动迎接挑战，趋利避害，因势利导。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处在高速发展期，

中国的产品、中国制造名扬海外，并占据重要地位。然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遭遇到

沉重打击，长期萎靡不振，复苏乏力。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这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

发展，同时，有些领域的生产方式相对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现象严重。面对这一局势，中央提出要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创新驱动，以及积极扩大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党政
“一把手”，能够及时调整思路，转变生产方式，变被动为主动; 而有些则墨守陈规，难以摆脱传统工作模

式、经营模式和发展模式的束缚。我们应从中引以为戒。
第三，坚持不断改善民生。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这个问题从苏联到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

括中国长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搞得轰轰烈烈，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却没

有得到明显提高。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解放和促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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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

的深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拥护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但也有一些党政“一把手”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背离了中央的精神，大搞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为此不惜劳民伤财，而没有下大力改善民生，招致群众的不满。因此，党政“一把手”要“严以修

身”，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民生观。
当前，党政“一把手”对自身政治修养的要求，以及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考核的内容，应突出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是不是逐步提高。二是，就业率是不是稳步提高。这也是

衡量党政“一把手”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的发

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趋缓。为了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央积极推动

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同时，中央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强调调结构、稳增长都不能造

成就业率的下降。中央认为，只要就业率不出现明显下降，并逐步有所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健康

稳定的，前景也是光明的。可见就业率在中央决策和整体战略布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各地区和部门的

党政“一把手”也要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千方百计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问题。只要就业稳定，经济

和社会发展就是健康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即使经济发展遇到暂时的困难，也可以从容应

对。三是，切实解决医疗保险、养老等问题。我国的医疗制度正逐步从公费医疗转向社会医疗保险。这

是改革的方向，但其中问题也不少。同时，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已超过一亿。如何养老，是

全局性大问题。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诸多困难，而社会养老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这些问题已引起社会

各界的密切关注。党政“一把手”，要把握全局，综合治理，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诸如此类的民生

问题。
第四，重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造福”不仅是改善人民群众的衣食住

行，而且还应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党政“一把手”，在推动本

地区、本部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进一步调整城乡教育

结构，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要大力支持在校大学生和青年人进行大胆创新、创业。要更加重视技术职

业教育和教育的进一步普及。经济大国、强国，也应是文化大国、强国，也要具备与之相称的软实力。经

济强省、强地区，也应该是文化教育强省、强地区。党政“一把手”为官一任，不仅要努力创造物质财富，

而且要积极创造精神财富。
第五，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安居”既可以指有安稳的居所，也可以指良好安全的生活环境。

“造福”也应包括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只有建立健全良好的矛盾化解机制和完善

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及时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打击各种影响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保证社会的安全

稳定。同时，要通过发展和改革，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均衡化，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

平的差距，努力促进教育和各项福利的平衡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四、党政“一把手”应始终坚持“心中有戒”
戒就是党规政纪。“心中有戒”就是时刻牢记党规政纪和中央的各项规定、要求，做人做事都要讲

原则、守规矩，遵守纪律，自觉抵制违反党规政纪和败坏党风廉政建设的行为。对党政一把手来说，“心

中有戒”，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党政“一把手”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党政“一把手”工作作风的好坏，

直接关系到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的好坏。因此，党政
“一把手”要加强“严以修身”，就必须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要着力解决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对党不忠诚，做人不老实、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等问题。
第一，坚持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中央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根本要求。

党政“一把手”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第一责任人。党政“一把手”要模范遵守党章、宪法，

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推动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领导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各项工

作。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仅做不好工作，而且很容易走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歧途。大胆创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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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敢于担当，并不意味着可以突破法律的底线。因此，习近平同志告诫“县委书记要做学法遵法守法用

法的模范”，“自觉当依法治国的推动者守护者”。［2］做人、做事，都要讲规矩，老老实实。习近平同志说，

“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 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

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遵
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3］遵纪和守法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违纪和违

法也有着必然的联系，违纪往往是违法的前兆。因此，党政“一把手”为人处事一定要守规矩。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善于组织、动员群众，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其战胜艰难险

阻、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天，它也是共产党治国理政、推进改革开放所必须坚持的。密切联系群众，才能

了解群众的疾苦和诉求，才能发现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善于组织、动员群众，才能做好各项工作，推动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脱离群众是党政“一把手”的大忌，因为脱离群众就很难了解实际情况，而易犯主观

主义、官僚主义的毛病。其决策就容易失误，乃至损害群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党政“一把手”脱离群

众，就会忘记群众的疾苦，淡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模糊权力的授受关系，容易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各级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党政“一把手”应模范遵守，

率先垂范。坚持民主集中制，就要广泛发扬民主，防止和反对“一言堂”和独断专行。党政“一把手”在

决策前和决策中，都要认真听取领导班子各位成员的意见和建议，要做到集思广益，广采众家之长。在

此基础上，引导各种意见的讨论、交流，以最终形成统一意见。要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表，使大家畅所

欲言。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正确决策。发扬民主不等于不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一旦通过表决，特别是票决，做出正式决定，大家必须坚决照办。党政“一把手”的责任，既要模范执行

集体的决议，又要运用自己的权力和权威，推动决议的贯彻落实。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党政“一把手”
“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进行决策，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

第四，谦虚谨慎。一些党政“一把手”，心高气盛，凡事独断专行，不尊重同事，影响了群众关系的和

谐，甚至影响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工作的顺利开展。要改善同事关系，加强领导班子团结，党政“一把

手”就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谨慎利于团结。党政“一把手”必须

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涵纳百川，善于团结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个人性格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做好工作

是前提和大方向，为此可以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第五，积极进取。党政“一把手”工作中要积极进取，富有创新精神，大胆开拓新的工作局面。要锐

意改革，不回避矛盾，不惧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工作中不能因循守旧、不思改革，也不能无所作为、庸
庸碌碌。当前，中央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定不移贯彻“八项规定”，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受到广

大党员干部的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因为习惯性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受到了约束和

限制，而产生了抵触情绪，开始消极怠工、不作为。这种情绪和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党政
“一把手”，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在其位谋其

政，坚决杜绝惰政懒政。
二是，党政“一把手”要模范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于党政“一把

手”来说，生活作风不是小事，而是同个人的思想品德、政治修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问题。长期以来，

人们把生活作风问题看成无关大局的小事情，乃至将其视为个人隐私，组织不管，个人不在乎。这恰恰

纵容了一些党政“一把手”生活腐化堕落。腐化的生活需要金钱来维系，从而催生了权钱交易、权色交

易、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相当多干部的贪污腐败，是从生活腐化开始的，其拒腐防变的防线也是从这里

被打开了缺口。因此，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党政“一把手”“严以修身”、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必

修课。当前要着重解决顶风违纪还在搞“四风”、不收敛不收手等问题。
第一，严于律己。党政“一把手”要高度重视并下决心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多读书看报，加强

文化修养。要坚持简朴的生活方式，拒绝高档消费、公款消费，远离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要防微杜渐，

警惕利益相关者用金钱、美色进行拉拢和腐蚀，坚决抵制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要力戒讲排场、铺张浪

费，珍惜人民的汗水、纳税人的钱。党政“一把手”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些人自以为功成名

就，便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过起违反党纪国法，也为人不齿的生活。因此，党政“一把手”严于律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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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治修养，就要严把美人关，信守高尚的情操和朴实的道德观，爱护家庭，维护自己的声誉。
第二，管好身边工作人员。党政“一把手”行为不端，违法乱纪，腐化堕落，必然影响同事和身边工

作人员，败坏该地区和部门的党风政风，甚至由此造成贪污腐败的窝案和领导班子“塌方式”的腐败。
所以党政“一把手”要“严于修身”，模范遵纪守法，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方针政

策，树立良好的榜样。同时，他们有责任带动、督促领导班子成员、同事，特别是身边工作人员，都能遵纪

守法，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党政“一把手”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

人，党委书记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身边工作人员，出现违法乱纪乃

至贪污腐败的问题，都要追查党政“一把手”的领导责任。
第三，管住家庭。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即不少贪官的配偶、子

女都在不同程度上涉案。有的是协助官员受贿索贿，有的是利用官员的权力和庇护为非作歹，谋取不正

当利益。一些官员纵容乃至指使配偶、子女受贿索贿，违法违规经商，牟取暴利。令人深思的是，有的官

员本人或许原本还算廉洁，却被配偶、子女拉下水，扯进案中，由此便产生了人们常常提到的“坑夫”“坑

爹”现象。因此，管住配偶、子女，端正家风，是党政“一把手”义不容辞的责任。
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官二代”的教育更是个大问题。党政“一把手”无论位多高、权多大，都应严

加管束其子女，绝不允许他们违法乱纪、为非作歹。“子不教，父之过。”凡是子女出问题的，大都与官员

教育不当或任意放纵有直接的关系。而只要官员对子女认真教育，严格管束，子女的表现就会好得多。
党政“一把手”要坚持正确的教育方法，否则会毁掉“官二代”，乃至牵连到家庭和官员本人。薄熙来和

令计划等人的贪污腐败都或多或少与其子女有关。
众所周知，中央一直明令禁止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因为干部经商就会使权力和利益结合起

来，造成以权谋利、公私不分的现象。这既造成了资源和市场要素配置的扭曲，影响了市场的公平公正

竞争，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也容易使相关的官员受到利益的侵害，堕入贪污腐败的泥潭。经过

多年的努力，干部经商的现象大为减少。然而，一些干部的配偶和子女却依然利用官员的权力，或在权

力的庇护下进行经商活动，非法牟取暴利，由此产生不少贪污腐败案件。因此中央反复强调，干部及其

配偶和子女不准经商。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其中有些合法和非法的界限难以界定，相关规定执行起来

比较困难。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正在以上海为试点，研究和规范干部配偶、子女经商的问题，相信这方面

的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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