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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斩断“病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纠正‘四风’不能

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之中，官僚

主义危害最大。笔者认为，整治官僚主义应突出重

点、抓住关键，多管齐下方能斩断“病根”。

要强化宗旨意识，端正“公仆”位置。脱离群

众、脱离实际是官僚主义的主要特征，最大的危害就

是破坏党群关系，其根源是宗旨意识弱化、公仆角色

定位不准，导致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放松，价值观、权

力观和政绩观出现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不懈强化宗旨意识，解决好党员、干部是人民公仆

的角色定位问题。”强化宗旨意识，端正“公仆”位

置，关键是要抓实抓好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促

使党员干部常扫思想灰尘，永怀公仆之心，谨奉公仆

之职，始终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只有促使党员

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明白“民如水，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真正与人民群众结成唇齿相依的

“鱼水关系”，才能从思想根源上去除和纠正官僚主

义问题。

要抓住“关键少数”，清除特权思想。坐着

“公仆”位子，端着“老爷”架子的“官老爷”作

风，是官僚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关键少

数”易染的作风顽疾，其根源是特权思想和“官本

位”思想作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特权是一种危害

极大的腐蚀剂，不仅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而且直接侵蚀党和国家的制度根基。清除特权思想，

去除“官老爷”作风，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上遏制这股不正之风。其

次，要形成监督合力，要把强化监督作为清除特权思

想的制度保障，不断健全完善党内和党外监督体系，

杜绝“自弹自唱”，开门接受监督。要发挥巡视巡察

对官僚主义问题的监督利剑作用，形成监督合力，真

正让官僚做派、特权现象无处藏身。最后，要严于问

责，有责必究。要加大对官僚主义导致失职失责干部

的问责力度，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

要强化担当意识，完善考评体系。“担当”是

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行为之基。没有担当意识，缺

乏担当精神，“怕出错不愿干事、怕麻烦不愿抓事、

怕吃亏不愿揽事”等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就会滋生蔓

延。只有切实增强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让党员干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为官避事平生耻，重任千钧

惟担当”的箴言，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干其

事、求其效，才能有效遏制官僚主义的滋长。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有效遏制

官僚主义，还要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和防错容

错纠错机制，切实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

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官僚主义产生的现

实诱因，只有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倒逼党员干部，

才能让官僚主义彻底失去生存蔓延的土壤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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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

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官

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是

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

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

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官僚主义就如同我们党身体上的毒

瘤，如果不坚决挖除，就会严重侵蚀党的

细胞和肌体，严重腐蚀党员干部队伍。

首先，官僚主义会动摇党和国家的政

治基础。凡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党群

关系就难以融洽，官民关系就明显紧张，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备受压抑，

工作的新局面就难以打开。

其次，官僚主义会削弱党的执政能

力。官僚主义让作风建设流于形式，不深

入实际、不调查研究，是造成重大决策失

误的“总病根”，是诱发各种社会矛盾的

“催化剂”，将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再次，官僚主义会侵蚀领导干部的思

想防线。领导干部一旦染上官僚主义的病

毒，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淖，那么其思想防

线就很容易崩塌，容易走上腐败堕落的不

归路。

官僚主义久治不愈、反复反弹，表现

在外边，根子在里边。必须强化经常抓、

深入抓、持久抓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彻底铲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才能让党

风政风正气充盈、清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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