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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寺的路上，很多人对它虔诚膜拜。它自以为高贵，

回寺以后，不肯再拉磨。僧人放它下山后，驴因为挡

住迎亲队伍的去路，遭到了百姓的痛打。最后它才明

白，人们跪拜的是它背上驮的佛像。这个故事启示我

们，必须正确认识平台，不要错把平台当成自己的本

事。很多时候，一个人离开了平台，可能将一无是

处、一事无成。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时刻保持追求自

我优秀的动力，抵制自我优越感，经常检视反省自

己，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能力，切实做到不好高骛远、不骄傲自大、不自我

膨胀，踏实干事，守好本分。要把岗位职务当责任。

领导岗位不是休息场所，领导职位不是一种待遇，不

能把岗位当享受，也不能把职位当炫耀，岗位就是责

任，职位就要做事。在其位、谋其政，履其职、尽本

分，担其责、成其事，这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领导干部的职位越高，责任就

越大，要求也越高，本事也要越大。面对岗位，要爱

岗敬业、只争朝夕，做到在位一分钟、奋斗六十秒，

在履职尽责中体现价值、找到乐趣。面对职位，要心

存敬畏，唯恐能力不够、履职不好，始终以党和人民

的事业为重，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做到有才能

不张狂、有本事不摆谱、有成绩不张扬、有贡献不

宣扬。

（四）行百里者半九十，自始至终不懈怠。“行

百里者半于九十。”从政之路如同跑马拉松，非意志

坚定者不能完成。一个人在领导岗位上经过一二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磨炼后，一般都会日趋成熟，正值干事

创业“黄金期”，如果在这个时候放松自我鞭策，就

很容易精神懈怠，或守着眼前“一亩三分地”自娱自

乐，或自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坐等升迁，或产生

“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念头，懒得干了，全然将当初

的雄心壮志抛至脑后。“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

退千寻。”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懈怠”的危险

离我们并不远，只有坚持到底，才能一以贯之。“初

心”易得，“始终”难守。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

为什么出发。”从政之路上，要有一个好的开头并不

难，能坚持一段时间也不算难，难的是一路风雨兼

程、一直矢志不渝。每个领导干部在前进道路上都会

遇到“娄山关”“腊子口”，也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干扰和诱惑，只有不忘来时的路，紧绷脑子里的那根

“弦”，始终保持脚步不停歇，以“一锤接着一锤

敲”的坚韧毅力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斗志，

数十年如一日沉潜实干，才能事有所成。正所谓“日

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风华正

茂日，正当奋进时。山有脊梁而巍峨，人有精神方挺

立。任弼时同志长期抱病工作，竭诚奉献，他说“能

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被称为“党的

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开始

时总是热血沸腾、抱负满腔，可随着时间推移，慢慢

地就丧失了动力、没有了毅力、磨灭了斗志，最后事

业碌碌无为、不知所终。“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

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

者。”新时代，领导干部更要以顽强拼搏为人生信

条，立志追求卓越，时刻带着一股子韧劲和闯劲，大

胆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大胆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对工作保持“等不起、坐不住、慢不得、放不下”的

态度，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当好新时代的奋进者。

（五）当官避事平生耻，担当是干部的本分。

曾国藩《治心经》中有这样一句话：“以苟活为羞，

以避事为耻。”说的就是为官从政理当担当作为、务

实苦干，对偷奸耍滑、怕事躲事感到羞愧难当、无地

自容。一份责任要有一份担当，遇到问题不能回避，

要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工

作。担当是领导干部的本分，如若不想担当、不敢担

当、不善担当，就是丢了本分、失了本职，无疑是最

大的耻辱。不做“怕事佬”，要做担当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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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领导岗位，肩负“造福一方”的

重任，必须要有大担当、真担当。如果“避事”而不

积极干事，“躲事”而不认真处事，该说的话不说、

该干的事不干、该负的责不负，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

业造成严重损失。不担当，实质就是对党不忠诚，就

不配当干部。领导干部即使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仍然

需要不断跋山涉水，越是任务艰巨，越要以更加强烈

的担当精神，努力锤炼宽肩膀和真本领，勇挑最重的

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善接最烫的山芋，想干愿干

积极干、能干会干善于干，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引领

担当作为的风气，努力干出一番经得起实践、人民和

历史检验的业绩来。不做“官油子”，要做老实人。

“宁为世人笑其拙，勿为君子病其巧。”有的领导干

部经常自作聪明、处处讨巧，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