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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社会就能和谐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当干部“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担

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

当干部必须清楚，岗位就是责任，履职尽责是工作需

要、事业需要、国家需要、党的需要，如果责任没尽

好，连基本的要求都没达到，更不要说做合格的党

员、当称职的干部。干部履职要靠责任，成长要靠责

任，坚持要靠责任，奉献要靠责任，担当就要尽好责

任，而且必须是不讲条件、始终如一地尽好责任，

决不能提拔前就认真尽责了、担当了，提拔后就不负

责、不担当了；受到表扬了就尽责了、担当了，被批

评受委屈了就不负责、不担当了。干部要持续担当就

必须始终履责尽责，担好该承担的责任。

（一）岗位就是责任，有责就要担当。“肩扛

千斤谓之责，背负万石谓之任。”党和人民把干部放

在岗位上，既是对干部的信任，更是赋予其责任。任

何干部不论年龄大小、资历长短、职务高低，一旦走

上了岗位，就意味着责任在肩。而且干部职务越高，

要求也就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就更需要勇担当、善

担当，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成其事。

我们衡量一个干部称职不称职、优秀不优秀，不光是

看其能力，更要看他是否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实际

工作中，有的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

负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平平安安占位子，浑浑噩

噩过日子，见了好处就上、遇到困难就让，追逐权力

多多益善、承担责任越少越好，精力不集中、工作不

在状态，既对不起岗位职责，更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

托，无异于依附于党的肌体上的“寄生虫”，是名副

其实不担当的“官油子”。其根本原因就是忘记了

责任，把职务当成了待遇、当成了享受、当成了炫

耀。不担当就是不忠诚。干部的忠诚之魂在于担当，

对党忠诚就要为党分忧，以敢于担当检验绝对忠

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首先要明白自己

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

束自己，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

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只要有利

于党的事业，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冒

着风险也要担，不管面临什么艰难险阻，不管遇到什

么大风大浪，都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守共产

党人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一切忠诚于党的政治

本色。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

为己做官。”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共产

党人责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干部要做到持续担当，

就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把改善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当作

大事要事，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

让群众享公平，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真

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尽显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担当。

（二）在岗一分钟，战斗六十秒。履行责任是

义务，尽心尽责显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要

“做到责任过硬，以钉钉子的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

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钉钉子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

的，只有一锤接着一锤敲，才能钉实钉深钉牢。尽责

就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常抓不

懈、久久为功。但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认为自己

把问题提出来，把工作布置下去，就觉得责任尽到

了，不管落实的效果；有的把说了当成做了，做了当

成做好了；有的工作顺利就进一步，遇到困难就退两

步，等等，甘当不思进取的“庸官”、推诿扯皮的

“躲官”、作风漂浮的“看官”、办事拖沓的“懒

官”、装聋作哑的“木官”，最终的结果就是失职失

责，辜负组织和群众的重托。干部要想真正做到持续

担当，就必须始终担起担好该担的责任，尽心尽责干

好每一项工作，决不让机遇在犹豫中丧失、发展在彷

徨中停滞、差距在喟叹中拉大。说得好不如干得好。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

干，再好的规划也是空中楼阁，再美的蓝图也是废纸

一张。不管是甘于担当、敢于担当还是善于担当，最

后都要靠实绩来检验。每一名干部都要有“只争朝

夕”的精神，坚决摒弃“等靠要”思想，破除“安贫

乐道”的错误观念，爱岗敬业、夙夜在公，做到“朝

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做到人在岗上、

身在事上、心在责上，集全部心思于工作，倾一切才

智于事业，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持续担当就不能停留于眼前的成绩，必须以不满

足的精神去奋斗、去追求、去超越，才能善作善成。

干部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做，一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