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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干部要有大格局。格局，乃人生的境界

与气魄。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才能谋大

计、抓根本、顾大局。当干部要多些大情怀、大

担当，少些小算盘、小机巧，行大道、守公心。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在现实中，

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格局却令人担忧：有的急功

急利，一心想着用三招两式就能吹糠见米、一炮

打响；有的言行不一，经常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

边，却汲汲于一己私利；有的意志消退，精神萎

靡，情趣低俗。要保持崇高的理想追求，时时想

着老百姓的疾苦，惦记着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

而不是狭小的、自私的、有限的快乐。

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为政者最大的底气。领

导就是服务，职务意味着责任，干部就要干事。

干部的任期是有限的，权力也是有限的，而为人

民服务是无限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愿望

和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偏离方向，必须

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标准，不能失职失责，以实

实在在的政策措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幸福感、

获得感。

不愧历史，把政绩写在大地上。共产党人是

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是“正心诚意”“知行

合一”等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真正继承者和弘扬

者。我们一定要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勇于担当、

奋发有为、锐意进取，奋力开创跨越式发展新局

面，坚决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在这个

过程中，会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亟待化解，这就需

要我们恪守为民之志、常谋利民之事，不受虚

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靠实干树

形象、聚民心、促发展。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一种智慧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任何人都没

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

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各级领导

干部一定要审慎用权、严以用权，让权力在监督

下运行。

权力其实是一种责任和负担。原苏联部长

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

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

就完了。”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

得高于一切，就会把理想信念抛到九霄云外。物

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事实反复表

明，一个领导干部一旦把权力当成乐趣来享受，

而没有负担的压力和感受，就基本注定了失去监

督的绝对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毛泽东同志60多

年前就把夺取政权喻为“进京赶考”。今天，习

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赶考”精神。这种“赶

考”，就是把权力看作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负

担，唯有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才能在人民群众

面前“考”出好成绩，才能得高分。

摒弃个人的非分之想。“廉者，政之本也，

民之意也。”廉洁从政是领导干部的本分，是为

官者最起码的要求。超越这个本分，产生非分之

想，一念之差就可能带来终生悔恨。老一辈革命

家张闻天无论身居何位，从不为家人谋私利，有

时为了避嫌甚至“苛待”自己最亲爱的人。他曾

经严词拒绝为儿子上大学打招呼，还无情地不让

患肝炎的儿子回北京治疗，这种“苛待”在常人

眼里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为我们诠释了

“亲清”是最好的“亲情”。作为领导干部，要

保持荣辱不惊的平和心态，乐观向上的积极心

态，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

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私利，真正做

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养成在“聚光灯”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

权力越大，越容易出现“灯下黑”。信任不能代

替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有力的

监督是对领导干部最好的关心爱护。自身净才能

自身硬，保持清醒、坚守底线，就不容易被“下

套”、被“围猎”、被“绑架”。作为领导干

部，要始终牢记最无情的是规律，最刚性的是法

律，最严肃的是纪律，最管用的是自律。自己

不打倒自己，谁也打不倒你。要自觉加强自我监

督，自觉诚恳地接受上级与下级监督、党内外监

督、组织与人民群众监督、社会与媒体监督，始

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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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