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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创新、志在一流的锐气，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

神，创造性地做好工作。二是要有干事的本领。要勤

于学习，勤于思考，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把握事物发

展规律，增强做好事情的能力。要勇于实践，大胆探

索，在实际工作中磨炼意志，增长才干。三是要有干

事的办法。要用心、用情、用智、用谋去做事，讲究

做事的方法和艺术，坚持要事急干，急事早办，注意

轻重缓急，扭住中心办大事，突出重点办要事，解决

热点办难事。

取舍有度
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

人的一生充满选择。当考验来临，取舍之中是智

慧，更是价值追求。

党员干部如何做好取舍？我认为有两个基本的

取舍标准：对内尊重内心需求，对外遵从利他原则。

依此基本标准，再因时因事因人，该取则取，该舍则

舍。我从以下几方面对取舍关系加以说明：

第一，物质与精神。物质与精神是一个人缺一不

可的两个基本方面。我们在物质追求上，要知足，要

适可而止。而人的精神需求是没有限度的，精神财富

积累得越多越好，精神境界越高越好。我们在精神追

求上要永不知足，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

内涵，维护、滋养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第二，索取与奉献。这实际上是讲人生价值如何

体现的问题。党员干部要追求“舍予”的人生境界，

“舍予”是比“舍得”更高的人生境界。

“舍得”体现的是有舍才有得；“舍予”是舍下

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富等，给予需要的人、帮助需

要的人。“舍予”的结果是“舒”，即“舒服”“舒

爽”“舒心”“舒畅”。“舒”的状态就是一种幸福

状态。可见，“舍予”是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之一。

第三，简单与复杂。简单与复杂也存在取舍的问

题，党员干部要培养删繁就简的能力。

一是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看清主流，紧紧抓住事

物的本质、主流，舍去非本质、非主流。

二是抓住自己与世界相联的关键环节，其他环节

舍去。

三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部分

忽略。

四是减少欲望，奋斗目标可以有多个，但在相对

稳定的一个时期内要尽量保持单一、具体、可操作的

目标。

五是及时清空精神垃圾，保持心灵纯洁。

具体来说，就是简化内容，确立单一或主要的目

标；简化关系，避免被关系网套住；简化环节，提高

效率。

党员干部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人生问题，掌

控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践行

人生的基本追求，做到真善美。

做一个真实的人。党员干部要始终坚守正直善

良的做人做事原则或人生底线，要尽量把“里”打造

好，把“表”塑造好，做到表里如一。

做一个善良的人。党员干部要怀揣一颗善心，对

人有善意，经常有善举。要以理性的态度认清自己，

我们要善待亲人、善待朋友，感恩所有的人。

做一个美好的人。一个美好的人，其心灵美好、

性情美好、言行美好，在他（她）身上体现出人性中

的至真至善至美，他（她）会受到欢迎和尊敬，他

（她）的人生会更有价值和意义。

实现“三统一”
把党的要求、人民的需求和个人的追求有机统一

《党章》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

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

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党员干部只有把党的要求、人民的需求和个人的

追求有机统一，才能不辜负党组织、不辜负人民，做

到人生无怨无悔无愧。

那如何实现“三统一”呢？我认为，党的要求

是方向，只有清楚党的要求，才能明确方向、担当使

命、确保正确；人民的需求是目标，只有清楚人民的

需求，才能明确目标、履职尽责、确保实效；个人的

追求是动力，只有清楚自己的追求，才能内生动力、

激发潜能、实现幸福。

党员干部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更要有为人

民服务的实际本领和实际行动。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

增强八个方面的执政本领（即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

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

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

领），这是我们在新时代肩负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伟

大目标所迫切需要的本领，党员干部只有切实增强这

些执政本领，才能不负组织重托，不负人民期望，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