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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导水平和工作能力。

十二、总揽全局但不包揽，协调各方但不代替

任何单位、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分工和角色定

位，只有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整个社会才能有序运

转、良性循环。“总揽”与“包揽”、“协调”与

“代替”只有文字之差，含义和要求却大相径庭。

“总揽”是用团队力量解决问题，“包揽”是“一竿

子插到底”，事必躬亲、大包大揽；“协调”是为组

织正常运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进组织目标的

实现，“代替”是把由甲或应该由甲起作用的工作让

自己来做。“总揽”与“包揽”、“协调”与“代

替”之间如果把握不精准，处理不好相互的关系，工

作的凝聚力、战斗力就会大幅减弱。按职责职能做

事、履职尽责，永远不会错。作为领导干部，要明白

自己的主要职责所在，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善于从繁杂的“副业”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转移

到主要工作任务上来，按职能职责做事，把不该管的

事交还给主责部门，把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管到

位，到位不越位、有功不争功、补台不拆台，踏踏实

实做好本职工作，靠实干实绩实效赢得尊重和认可。

十三、气魄要宏大，心思要精微

这句话包含着大与小的辩证法，给领导干部为

政修身提供了方法论。气魄要宏大，就是做事要有大

格局、大情怀；心思要精微，就是做事要注重细节、

心思缜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如果没有大气魄，做

事就会小家子气，目光短浅、格局太小，难以成大气

候；如果心思不精微，做事不精细周密，粗枝大叶、

马虎大意，也不可能把事情做成功。为官从政，既要

在宏观上“抓大”，又要在微观上“抓小”，才能做

成事、做好事。领导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深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

域”，胸怀全局、境界高远，把握大势、融入大局，

善于从大处着眼，从整体看、往远处想、向高处谋，

通盘考虑各种问题，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在大局大势

中审时度势，抓住问题关键，干好大事要事；要牢记

“细节决定成败”，深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不弃微末、精准发力，善于从小处着手，思谋周全、

细致精当，在干“大事”的同时，也把“小事”做好

做实，把精益求精发挥到极致，在落细、落小、落实

上下功夫，用“小切口”推动“大变局”，用“小细

节”干成“大事业”。

十四、信任是最大的激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

最大动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美国知名作

家爱默生亦说：“信任人，人便会真诚待你；伟大地

信任人，人将努力表现出伟大。”这都是讲信任的激

励作用。管理，最大的突破和挑战在于用人；用人，

最大的突破和挑战在于信任。信任，是责任，也是动

力；信任他人，是能力，也是智慧；被人信任，是肯

定，更是鼓励。领导干部为官从政，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要学会信任、懂得信任。领导干部要学会信任，对

人推心置腹，不存戒备之心，真诚相待、彼此信任，

以信任为基础，把信任作为团队最好的润滑剂，真正

弥合与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信任“鸿沟”，做到上

下一心、团结一致；要懂得信任，疑人不用，用人不

疑，相信他人、敢于授权，团结协作、激发潜能，充

分信任、凝聚人心，让被授权者感受到领导的信任与

尊重，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效率，

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

十五、思维换位是化解矛盾的利器

拿破仑·希尔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站

在他人立场上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切实帮助他

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这句话的意思就

是说，只有换位思考，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化解矛

盾、解决问题。人的经历、阅历、学历不同，认知和

知识积累自然不同，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就不同。

如果我们不换位思考，各执一词，势必会沟通困难、

僵持不下。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换个角度、换

下位置、换条思路，便能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柳暗

花明。领导干部要学会换位思考，正所谓“乐人之

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要换位

思考，推己及人，彼此理解，做到用心用情，将心比

心，这样才能凝聚队伍，赢得民心；要学会沟通交

流，思维换位最大的难处在于沟通，寻求另辟蹊径，

如果“一根筋”，就容易深陷“泥潭”，越陷越深，

这时候只有充分沟通、转换角度，多方位、多角度地

去思考，不断拓宽思维视野，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最

佳方法。

十六、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

垮台

正所谓，狭路相逢，共存者胜。人生亦是如此，

不让别人好过，自己也不会好过。“一荣俱荣，一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