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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

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僵化、庸俗化。全党同志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一个人必须学

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我们的学习应

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

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

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

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领会总书记的

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不断加强学

习，是我们党成长壮大的“秘密武器”，是领导干部

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提高

治国理政水平的重要途径。我们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工作要求、

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自觉追求，在学习中不断前进。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领导

干部要练好这项基本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

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

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

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

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

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

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

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做好调查研究

工作，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

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学习领会

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只有认真用好这一“传家

宝”，练好这一“基本功”，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

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

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

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使我们在工作中尽量避免

和减少失误。

领导干部要提高专业能力，努力成为领

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针对干部的知识空白、经

验盲区、能力弱项，开展精准化的理论培训、政策培

训、科技培训、管理培训、法规培训，突出针对性和

实效性；要优化领导班子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注重

培养选拔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

的领导干部，提高专业化水平。领导干部无论是分析

形势还是作出决策，无论是破解发展难题还是解决涉

及群众利益的问题，都要运用专业思维、专业素养、

专业方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

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陷

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不断增强

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学习领会

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领导才

能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决策水平、管理成效和发展成

果。干部的能力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必须跟上时

代步伐，不断提高专业能力，拥有良好的专业方法和

专业素养，打牢履职尽责的根基。

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作风，提高推

动落实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

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

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有了好的制度如果不抓落实，

制度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要狠抓落实、善抓落

实，事不过夜、马上就办。要真抓实干，敢于担当，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一

锤接着一锤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把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抓落实贵在持之以恒，要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理念和境界，注意防止和纠正各种急功近利的

行为，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

利长远的事，一张蓝图干到底，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学习领会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我们

必须在思想上把“落实”植根心底，练就抓落实这项

基本功，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抓落实中，切实改进领

导作风、工作作风，把重点放在抓落实上，确保各项

工作扎实推进、见到实效。

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根本在于加强各级干部队伍的

能力建设。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提升干部素质能力的重要思想，按照德才兼

备的要求加强自身修养，自觉坚持以能力提升为核

心，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把领导能力转化为推动改

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李小三2017年5月21日在云南省政府管理与深化改革

专题培训班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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