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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时评S HIPING

近 日 ， 中 纪 委 网 站 发 布 信 息 ，

2014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全国共有

9000 多名领导干部因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不力被问责。诸如对“身边人”

聚众赌博视若无睹、对“部属人”公

款旅游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等，如果领

导干部对亲属、下属和班子成员违纪

违法的行为放任不管，那么也会“摊

上事儿”。

谁违纪谁担责，谁违法谁“担事

儿”，这是长时间以来，不少身兼“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的领导干部认准

的“理”。于是，他们认为只要没有

“心入身入”，就可“置身事外”。究其

原因，或是因“妻管严”，对亲属的毛

病不管不问；或是恐丢选票，对下属

的缺点视而不见；或是怕得罪人，对

班子成员的“问题”置若罔闻。

别人“犯病”自己也得吃药，他

人违纪自己也得“连坐”。2015 年以

来，中纪委和各地纪委多次通报落实

“两个责任”不力被追责的典型案件，

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反腐问责的强烈

信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

党，首先是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

关键是从严治吏。领导干部作为“关

键少数”，更得接受更为严格的约束，

更得具有更多的担当。接受多大约束

才能激发多大潜能，有多大担当才能

干多大事业，多尽责任才会有更多成就。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

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就不是

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在“身边人”

“部属人”“一班人”出现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时，及时咬咬耳朵，拉拉领

子，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

不是苛求是爱护；在他们出现违纪违

法问题时，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

护短遮丑，不姑息迁就，这不是害人

是救人。

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是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全面从

严治党需要更多的敢担当、勇作为的

“带头人”，而不要患有“软骨病”的

“旁观者”。只有“敢管事儿”，在矛盾

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危机面前敢于挺

身而出，失误面前敢于承担责任，才

是人民所需的“忠诚干净担当”的领

导干部。

近日，刘云山同志在部分省市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

调，专题教育成果靠解决问题来说

话，要强化问题导向，建立问题清

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紧盯“四

风”新动向，抓好不严不实问题整

改，推动新老问题一同解决。

应该说，通过专题教育，绝大多

数领导干部对“三严三实”的要求已

经熟记于心，甚至能倒背如流。但

是，领导干部们是都能够重“知”更

重“行”，自觉做到知行合一，还是

“知”和“行”相互背离？这还得打个

问号。

时下，有的领导干部对“三严三

实”要求知而不行并不少见。要么嘴

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台上又严又

实、台下自由散漫；要么对别人又严

又实，对自己“宽宏大量”。有的知而

“浅”行，容易整改的工作问一问、抓

一抓，难啃的“硬骨头”摆一摆、拖

一拖。民主生活会查摆出来的个人问

题，嘴上“下决心”整改，实际上外

甥打灯笼——照舅（旧），可谓老太太

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有的知而

“假”行，上级的问题在下级身上找原

因，自身有毛病让他人“吃药打针”，

甚至弄虚作假，小到民主生活会的发

言提纲都要秘书代笔，等等。这些不

行、浅行、假行问题的存在，与“三

严三实”的要求背道而驰，应该引起

重视并着力整治。

《尚书》 中有语：“知之非艰，行

之惟艰。”对领导干部而言，学习知

晓“三严三实”的要求并非难事，

难的是能够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不仅能带头学习掌握“三严三实”

的 相 关 要 求 ， 更 要 拿 出 “ 猛 药 去

疴”、“刮骨疗伤”的勇气和魄力，

对照问题清单，扎实进行整改，做

到 能 知 能 行 ， 知 而 勤 行 ， 知 而 善

行 ， 把 “ 三 严三实”的要求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让作风建设的各项规

定真正“立”起来，长久地坚持下

去，切忌口号“震天响”、执行“挂

空挡”、落实“打折扣”、整改“躲

猫猫”。

严的要求离不开严的执纪，实

的作风少不了实的问责。要让“三

严三实”要求在党员干部尤其是领

导干部中落地生根，实现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应该在严格执纪、

严肃问责上下功夫、动真格，问题

不整改不松手，问题整改不到位不

放手。对虚以应付、敷衍了事、弄虚

作假者，应该责令“补课”，并严肃

问责。

不管事儿就会“摊上事儿”

孟庆毅

要重“知”更要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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