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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的高度，这是其他任何政党所

没有的。也许有人会以此反问：这岂不是说明了共产党的党

风问题非常严重吗？诚然，我们党的党风存在很多问题，无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问题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但

是正因为我们敢于正视问题、敢于揭自己的短、敢于治疗疮

疖，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党仍然是人民的党

、是一个先进的党。 党的作风是指在党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态度和行为，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在党的活动中的表

现。说到党风，我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延安整风，然

后会不胜唏嘘地感慨今非昔比、世风不再。其实，何必这么

悲观呢？社会本来就是在变化的，而且总的说来是在进步的

，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必然会出现与从前大不一样的情形

，否则，生活就像copy一样，一点新鲜没有，又有什么意义

呢？那么，既然总要面对变化，不管变好还是变坏，我们与

其惶惶等待或者愤懑怨责，倒不如主动出击、乐观对待，把

坏事变好、把好事做得更好。 坦诚地讲，如果不是这样的主

题活动要求必须学这许多篇目，我肯定不会把学习读本和文

件上要求的这些内容都学全，不管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不重

视、或是因为不知道。但是学习真的是一件很有必要而且也

是快乐的事情。尽管不是所有的学习内容都是我兴趣所在，

也因为自身水平的原因不可能所有篇目都学得透彻，然而学

习的过程中，总是能够引起对实际工作的联想，对不熟悉的



工作的想象，对理论知识的温习，对文字的斟酌体会。有时

候某些语言深得我心，或者让我豁然开朗，或者启发我举一

反三，真是特别喜悦，甚至有一些成就感。 我着重学习了胡

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

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引发了一点感想，把粗浅的

认识总结归纳如下。 一、谈学以致用 感觉很多领导干部在学

习上有一个误区：往往津津乐道于咬文嚼字，试图揣摩上级

意图，非得在字里行间寻找言外之意，甚至“无中生有”“

搬弄是非”，而不是真心实意地理解、领会。 “向群众学习

”常常挂在嘴边，但是恐怕很多人内心是瞧不起群众的，认

为：群众若是真有智慧和见识，他又怎么会是群众而不是什

么官什么家呢？ 在“用”上，似乎更片面强调“对自己有用

”，但凡可以用来为自己说话、增色的就尽力卖弄文采、引

用名人名言、政策方针，否则就避重就轻、轻描淡写。 人的

精力和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的确只能学当前需要的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这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学就学得专心、

认真，以免虚度光阴。 二、谈心系群众与真抓实干 我相信绝

大多数领导是想干大事、干好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

但是局限于个人能力和客观形势，不得不有所选择，放弃更

正确的，选择更需要的形势所需要，而不一定是老百姓的需

要、事业的需要。 在我看来，县处级以上领导是宏观领导，

而乡科级领导的作为是落实的关键，因为我们既直接指挥一

线工作人员，也直接面对老百姓。和县处级以上领导相比，

与老百姓接触得更多，是树立领导形象的前锋；最终决定工

作成效的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能否办好事情，又在于我们

如何安排、指导和监督。 我感觉我们的乡科级领导干部存在



一些心理现象：要么太把自己当领导，摆官架子，不屑于与

基层和群众打交道，不想亲历亲为；要么碍于同事情谊，凡

事过得去就行，说重了怕挫伤积极性，说轻了无济于事，总

之是懒得操心；要么看着看着就看惯了，也不觉得不好了。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病症：刚从成都回到县里，看到很多会议

和活动总是那么拖拖拉拉，看到很多人开会时不关闭手机铃

声、很不礼貌地大声接打电话、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很

是看不惯。可是渐渐的，还没等我帮助身边的同事纠正过来

，似乎就习以为常了。这也警醒我，此类事情不能麻木呢。 

三、谈艰苦奋斗 晾衣服的时候不知为何就想起那个关于周总

理在国外出访时每晚有个神秘的箱子送到使馆的故事。讲的

是总理只有两件换洗衬衫，而且都是有补丁的，为了不让外

国人看到以免有损国家形象，所以每晚由工作人员把衣服装

在箱子里送到使馆请一位女同志洗净，第二天再送回住地。

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总忍不住有一点辛酸，更忍不住肃然起

敬和无限怀念，这种情感从未麻木过。而今，自不需要再如

此，若真的如此反倒是做作了，我们并不倡导清教徒、苦行

僧似的生活。只是走向极端的却也不在少数。 常常讲《渔夫

和金鱼》《神笔马良》的故事教育三岁的女儿。小小的孩子

竟能很快理解，问我“我们家穷不穷？”，说“马良没钱买

笔画画，我们拿一点钱给马良吧”，还给别人讲“老太婆太

贪心了，要了一样还要一样”，我说要给她买双鞋子，她说

“妈妈不要买，我的鞋子补好了还可以穿”。我既感到欣慰

，也感到茫然：孩子的可塑性强，几个故事、几次训斥就能

教会她勤俭。可是如何教育成年人艰苦奋斗呢？ 我们需要也

应当享受合理的物质利益。不必在“合理”二字上咀嚼，我



相信即便是一个略同文理、略知事理的人都懂得“合理”的

分寸，何况应该是社会精英的领导干部呢？以家中用水为例

：洗澡当以舒服为标准、洗衣洗菜定要干净，这是生活之必

需，用不着惜水如金，但是要“拧紧水龙头”，即使一年也

节约不了一方水，却必须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四、谈发扬民

主 聪明的人都会善于利用别人的头脑，于己于人于集体于事

业皆有利。作为领导，充分发扬民主，自己会得到启发、得

到尊重，部下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而更加拥戴。形成结论、

得出成果之后虽名为“集体智慧”，大功亦归于“领导有方

”，兼得“民主”美名；若出问题，即使担负主要责任，也

会被宽容为“集体决策失误”。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呢？ 

只不过人往往最相信自己，总会先入为主，所以很难更加客

观、公正的听取他人意见，也会因个人好恶而对同事者有不

同印象、不同取舍，谁也不能免俗，惟尽力兼听、摒弃私心

为上了。 五、谈秉公用权 近日再读路遥的《人生》。男主人

公高家林的叔父高玉智转业到地区当劳动局局长，属下拍马

，将其侄招工并以工代干到县委当通讯员。高玉智刚到地方

时即向其家人告知不能利用职权解决其侄的工作，事后电告

县委书记一定要将高加林退回公社。这是70年代末的故事，

如今读来仍受感动，钦佩且深信那时的领导无私、公正的居

多。 而今，耍弄权术似乎成为很多人赞赏、艳羡的事情，好

像保持老实本分反倒显得无能、反倒被人窃笑。这是社会价

值观的扭曲。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之有理，用

之有量”，将“财”字改为“权”字，我觉得也很贴切。以

其位谋其政，把“权”用在事业上，做一个爱事业而不是爱

权位的人，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六、谈情趣健康 如今社会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可是选择多了

怎么反倒没有盎然的乐趣？总是记得小时候玩弹弓、弹珠子

、看小人书的入迷，也常常听到长辈说起在没有电视甚至没

有电灯的年代里，拉二胡、吹笛子、剪纸、编筐的自得其乐

。领导干部的工作量大，但是工作内外其实也是与情趣相关

的：服饰打扮、言谈举止、社交活动无不时时体现个人的审

美、爱好、品位、志趣。做人、做事不仅要正派，也应当倡

导健康、文明、多样的现代生活方式，而非苦行僧、清教徒

，否则，事业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却还是那样古板、单

调，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生而自有其禀赋，即使后天并未得

到足够发掘，但是成熟之后必然有自知：喜欢什么、擅长什

么总有倾向。可供参与的机会和平台亦很多。培养生活情趣

，对于个人修养定然有益，并且一个有着健康情趣的领导对

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增进工作情谊有着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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