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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如何，往往影响乃至决定一个

人能走多远、行多稳，能干多大的事、

挑多重的担。正所谓眼界决定境界，格

局决定结局。

格局，是胸襟、眼界的反映，也是

格调、情操的折射。现实中，格局不大

的人不少。有的不愿“仰望星空”，对

瞬息万变的大势不敏锐，对已然变化的

时机不在意，习惯于独处一隅、自弹自

唱；有的心里少“一盘棋”，只顾眼前

不顾长远，只算小账不算大账，固守狭

小的利益藩篱，患得患失；有的平日唱

高调、说大话，一旦碰到矛盾问题，尽

显小家子气；还有的人格渺小、人品卑

琐，说一套做一套，口言善身行恶……

一些人出事、惹祸、闹笑话，甚至犯很

低级的错误，往往肇因于格局太小

太低。

大 格 局 的 人 ， 有 一 种 “ 家 国 情

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封建士大夫尚且有此胸

怀，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有家

国情怀。一个自觉把自己的命运与国

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视野

和胸襟就宽，就能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以

国为重、以民为重。只有胸怀天下、

心系百姓，才会有“大气象”“大气

魄”，才是有大格局的人。

大格局的人，有一种担当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担当大小，体现着

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

才能干多大事业。”担当反映格局，格

局决定担当。有的人把工作当事业、当

生命，有的人则仅仅把工作当职业甚至

副业。能把工作当成事业乃至生命的

人，无疑是一种大格局。他们重任来了

扛得起，压力面前扛得住，关键时刻站

得出来、顶得上去。“问苍茫大地，谁

主沉浮”，在改革的大潮中，在民族复

兴的大路上，正需要横刀立马舍我其谁

的英雄气概，披荆斩棘爬坡过坎的凌云

壮志。这种担当的品格，源自一份责任

和使命，更源自一种自信和胆略。

大 格 局 的 人 ， 有 一 根 “ 定 海 神

针”。“笔底伏波三千丈，胸中藏甲

百万兵。”格局之大，皆因胸中有大丘

壑，心藏静气与定力。现在不少人缺的

就是心静，总是心浮气躁、随波逐流、

人云亦云，慢不下来也静不下来，一有

风吹草动就手忙脚乱，管控不好内心

的欲望。有大格局的人，心有“定盘

星”，总能抵得住诱惑、耐住得寂寞、

坐得住冷板凳，即便“万箭穿心”，也

能“忍辱负重”，气定而神闲，让心灵

“修禅打坐”。

做一个有大格局的人，就是做一个

大写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大格局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从点点滴滴开始积

累。始终把责任举过头顶、把百姓装在

心中、把名利踩在脚下，就能让自己的

格局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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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在黄洋界哨口问一个战士，从这里你能看到哪儿？战

士回答，能看到江西和湖南。毛泽东同志却说，站在井冈山，还要看到全中国，看到全世界。中

国共产党人正是胸怀远大理想，才能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始终以国家和民

族利益为重，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如何提升境界和

格局？我们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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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如何提升境界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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