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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人眼球上，今天喊个口号、明天换个思路、后天搞

个宣传，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不仅没有什么实际

成效，反而招致大家的厌恶。自作聪明者终究聪明反

被聪明误。领导干部必须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忽

悠，主动认领、主动承担责任，讲求一就是一、二就

是二，把做事的原则内化为做人的准则，自觉做老实

人而不是“两面人”。当然，老实不等于务实，如果

没有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真抓实干的能力，老实就会变

成无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要以肯干提升境界、以

敢干展示气魄、以实干赢得尊重，靠真本事立身，靠

干实事吃饭，做到既老实、又务实。

（六）不畏其难不厌其烦，心甘情愿奉献自己。

事业任重道远，责任重于泰山。身处领导岗位，是组

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是要吃苦受累、干实事的。

任劳更任怨，是领导干部成熟的重要标志。干事创业

过程中，不会一直风平浪静，不会始终一马平川，即

便出发点是好的，也未必总能获得点赞，有时领导干

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的不是群众的“幸福指数”而

是“埋怨指数”，特别是在触及复杂利益、处理困难

问题时，可能还会引发不解、怨气甚至批评。“牢骚

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如果不能正确面对

这种落差，怨天尤人不断，抱怨声声不息，就会陷入

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任劳本应当，任怨显修养。领

导领导，既要“领”又要“导”。相比普通干部，领

导干部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压力更多，对其

党性修养、能力素质、意志品质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

的基本条件就包括“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有强烈

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任劳”是职责所

在，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任怨”是气度体现，要有

容忍之心，能以德报怨。领导干部要以“任劳任怨”

之心来对待工作和群众，不怕吃苦，更不怕埋怨；

要以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耐得住“艰

苦”、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误会”；要以“心

底无私天地宽”的坚毅，不计个人荣辱，在“任劳任

怨”中不断历练提升。以奉献为荣，以奉献为乐。

《礼记》写道：“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

这句话在新时代的解释就是“奉献”。鲁迅先生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共产党人便是当今中国的脊梁。甘于奉

献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个人修养。我们

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了党员干部要坚持党和人

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无私奉献当作自己的永恒追

求。热爱人民、忠诚于党的孔繁森，“干革命要干到

脚直眼闭”的杨善洲，都是无私奉献、甘愿牺牲的真

实写照。当干部，就是要甘于、乐于为党献身、为民

奉献，自觉做到有功劳时不伸手、有苦劳时不计较、

有疲劳时不抱怨。组工干部，更要有甘为人梯、甘

做“嫁衣”的奉献精神，心甘情愿为他人当好“绿

叶”，乐于“成人之美”。

（七）严守纪律底线，干成事还要不出事。领

导干部要严守纪律底线，干成事还要不出事。当干部

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才有资格谈为党尽责。新时代当

有新气象新作为，领导干部胡干乱干蛮干已“无用武

之地”，必须坚持纪律底线，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增强拒腐防“病”的本

领，千万不能因为常在河边走就“湿鞋”。自己不

打倒自己，谁也打不倒你。领导干部随着职务的提

升，“被利用”“被围猎”“被投资”的风险随之增

加，对自律能力带来了严峻考验。要防微杜渐，守住

“诱惑关”，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之”，不侥幸、不任性、不贰过，自觉远离和抵制各

种诱惑，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要洁身自

好，守住“自律关”，慎权慎独慎微，把为民谋利

作为行使职权的出发点和归宿，习惯“吾日三省吾

身”，经常扪心自问，自检自省、自我约束，保持清

醒头脑。要从善如流，守住“监督关”，自觉接受监

督、乐于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始终做到

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同时，还要监督好自己的

家人，树立良好的家风。纪律规矩是带电的“高压

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使所有党员干部

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领导干部

要始终把纪律规矩当作戒尺置于心间，始终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通过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全面严

起来。

第三步：保重身体、保住晚节，坦荡淡然地走

好退休之路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任何工作都有时限，

一个人年纪到了，就应该退下岗位，这是党的干部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