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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责范围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三、言行一致才能建立起信誉

“信”指诚实守信，“誉”指名誉、声誉。一

个人只有做到言行一致，待人真诚，说话办事讲信

用，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重。讲信誉、重承诺的

人一直被大家认可。秦末汉初楚国人季布一生特别讲

信用，只要答应办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到，从没有失信

于人。他以侠义闻名，重守诺言。因此，人们常说：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后来人们就将

“一诺千金”用来比喻一个人极有信誉。季布“一诺

千金”的故事至今传唱不休，是人们对于言行一致有

信誉的人高度信任和肯定。言行一致才有信誉。《中

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对党忠诚

老实、言行一致”。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说一套做

一套，无视群众需求，只顾个人得失；有的热衷于阿

谀奉承、弄虚作假，当“两面人”、搞“两面派”；

还有的党员干部只“表态”不“表率”，只闻其声、

不见其行，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我们一定要言必

信、行必果，绝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诚信立

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因喜而轻诺，不口惠而

实不至，不开空头支票；不论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都心口如一、真真实实。对自己说出的话、承诺的

事，必须敢于负责、敢于担当、说到做到，用实际行

动兑现自己的承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有效带动

社会诚信建设，自己也才能行稳致远。

四、不要坐井观天，要坐天观井

坐井观天的意思是坐在井里看天，用来比喻眼

界小、见识少。坐天观井就是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

题，而不能像盲人摸象一样从局部判断整体。当干部

要多走多看多思，从全局把握方向。走出办公室这口

“井”。井底里的青蛙没有走出过那口井，就像有的

人从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还目光狭隘

地自以为是。李强总理指出：“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

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

我们要推动各级干部多到一线去，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向人民群众学习，真正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

题。”党员干部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践行好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深、实、细、准、效”五字

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察实情、出实招、办实

事，走好群众路线，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

问题。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

维、提前谋局。只有掌握了局势，才能把各项具体的

工作放到大局大势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动。走一

步看三步，抓得住重点关键，才不会见子打子、因小

失大。还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科学地分解成多个可以

解决的小问题，有步骤有条理地把每一个小问题解决

好。当一个个单一的问题都被解决时，困难复杂的问

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五、活到老，学到老，修身到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

求知若渴。”知识不是与生俱来的恩赐，而是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勤学苦读和实践积累，是一个人勤学

敏思、奋发向上的智慧结晶。我们要把学习作为永不

止步的人生修行，通过学习增长知识、增加才干、增

添本领。人生有终点，学习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读书是一个长期的需要付出辛劳的过程，不能

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而应当先易后难、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水滴石穿。”党员干部要树立“时时学、

一世学”的理念，把读书作为一种修养、一种习惯、

一种内在需求，铸造终身学习的意志，培养永不知足

的精神。要孜孜不倦、潜心修学，在学习知识的过程

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甘于奉献、

勤学好问的精神。培养永不知足的精神。海伦•凯勒

曾经说过：“当一个人感觉到有高飞的冲动时，他将

再也不会满足于在地上爬。”对于学习的不知足正需

要这种展翅高飞的感觉。不满足现有的知识，是追求

进步的表现，是对学海无涯的深刻领悟。没有决心和

毅力，求知往往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非学无以广

才，非志无以成学。党员干部要拥有持续恒久的求知

欲和上进心，对知识不满足、求知若渴，不断探索新

的知识和领域，努力达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的精神境界。

六、人生只有必然，没有偶然

必然是事物的本质联系所规定的、确定不移的

发展趋势。偶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非本质联系引起

的不确定的现象。沈从文在《边城》中写道：“凡事

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这告诉

我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没有偶然的成

功，只有必然的结果。人生没有偶然，凡事都有意

义。人生，每一步路都不白走，每一场际遇都有意

义，所有经历都是一种成长。生命中会遇到一些人、

一些事、去到一些地方，有过一段经历，这些构成了

完整的人生。有些人和事助推我们进步获益，另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