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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当有的境界和格局

近日，一位领导干部说：“境界带来

格局，格局影响境界，境界格局最终都体

现在本领上，领导干部应有高境界、大格

局、真本领。”那么，领导干部如何提升

境界和格局呢？笔者认为应在四个方面下

功夫。

信仰是“定海针”。心中有信仰，脚

下有力量。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

柱，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

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领导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工作生活中才会充满激情、充

满活力，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

验、不丧失理智，才能在复杂环境面前不

迷失方向，不动摇精神支柱。

学习是“金钥匙”。中国共产党人

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学习决定进退，学习力决定竞

争力，学习是个人不断成长进步的“加速

器”，是领导干部提升境界和格局的“金

钥匙”。领导干部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

念，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久久为功，不

断提升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和专业化能

力，才能丰富人生智慧、提高人生境界、

做大人生格局。

担当是“开山斧”。有多大担当才

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

就。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作为，领导干部

要将担当植入骨髓，不推不躲不扯皮，勇

于担当、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始终保持

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激情，努

力修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大境界，始终具备“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大格局。

心态是“净化器”。心态决定状态，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状

态。领导干部既要敢冲敢闯、奋发有为，

拥有一股冲劲闯劲，拥有一颗永不放弃、

永不懈怠的进取心，也要摆正心态，常怀

感恩之心，对名利保持一颗平常之心，对

纪律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努力在“宠辱不

惊，静看庭前花开花落”中提升人生境界，

在“心底无私天地宽”中做大人生格局。

高境界、大格局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也

是新时代对领导干部的内在要求。笔者认为，新时

代的领导干部要真正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当

有“三种境界”“三大格局”。

要有人民至上的思想境界，善谋大事的大格

局。思想境界决定着个人的人生信仰、价值取向、

生活情趣，而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还决定着他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决定着他是否具有“人民至上”的

思想理念。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要

真正做到为人民谋福祉，领导干部还须有善谋大事

的大格局，唯此，方能增强宗旨意识和责任担当，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有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天下为公的大格

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

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

满希望。”道德境界高者，往往具有天下为公的大

格局，能始终做到胸怀天下、心系人民，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新

时代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天

下为公的大格局，才能恪守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

白为官的道德信条，始终做到做人为官忠诚坦荡，

干事创业激情满怀，一心一意为民服务。

要有责任至上的政德境界，勇于担当的大格

局。为官之道，德在其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

导干部要讲政德。为政有德贵有责，负责任是一种

崇高的政治品德。领导干部有责任至上的政德境

界，就能始终敬畏责任、重视责任、践行责任。新

时代的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有岗必有责、有责必担当

的责任意识和具备勇于担当的大格局，才能遇事不

躲事、闯险不惧险、担责不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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