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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襟怀坦荡，干事就激情满怀，人生的舞台就会

宽广无限，生命也能绽放出绚丽之花；如果心里装的

只是自己，就会重私利、轻公义，难有什么作为。有

大格局方有大作为。谋大事者首重格局，因为“再大

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格局大，思想空间、

认识空间、发展空间、交往空间、事业空间就大。领

导干部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心怀国家、民族和人民

的大格局，练就“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火眼金

睛”，学会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

题，善于从全局、宏观、长远上认识和把握问题，能

够用世界眼光、战略眼光、历史眼光思考和处理问

题，人生和事业的舞台就会宽广无限。有多大肚量方

能成多大事。成大事者，必有大格局，必有“将军额

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容人容言容事

是一门凝聚人心、促进团结、择善而从的领导艺术。

要能容人之长，发现和发挥别人的长处；更要容人之

短，多些宽容理解。要有闻过则喜的胸襟和气度，听

取多方面意见，不断研究分析对比，进而作出正确的

判断。要能“容错”，对一些无关大局、无关原则的

小事不必斤斤计较，对于那些革新性、首创性的事，

艰苦性、风险性的工作，要允许“试错”，宽容失

败，学会相互补台，共同把事情做好。

（九）权力是国之公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

一毫都不能私用。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

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

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只有一心一意为公、事

事出以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

大、堂堂正正。公权姓公必须为公。做人民满意的好

党员、好干部，要始终谨记“公器”姓公，“公器”

不能私用，树牢正确的权力观，常怀敬畏之心、戒惧

之意，谨慎用权。对权力时刻保持一颗敬畏审慎之

心，不徇私枉法、擅权谋私。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以

正确的权力观用权，始终做到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始终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一种天大的责任，把

为人民谋利益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把人民满意作为

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手握公器要心存戒尺。有权不

可任性。为官从政要认清权力的本质，让权力回归本

来面目，珍惜权力，用好权力，以平常之心看之，以

敬畏之心用之，始终自重自警自省，时刻慎独慎微，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筑牢防线，守住底线，练就共

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要摆正权力的位置，处理好

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依法用权、秉公用

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十）作风就是战斗力。毛泽东同志一句“用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道破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

历史奇迹的奥秘——作风就是战斗力。没有扎实过硬

的作风，再好的蓝图也会落空，再好的机遇也会失之

交臂。但目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反弹回潮之势，

严重阻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必须高度重视。干部作风好，就能出战

斗力，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党的事业就能顺利发

展；干部作风不好，就会消解战斗力，党和人民就会

离心离德，党的事业就会地动山摇。作风问题本质上

是党性问题。党性是作风的内在修养，作风是党性的

外在表现。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抓

作风必先强党性，必须加强党员党性修养，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点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

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以良

好的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社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没有“休止符”。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

性，形成优良的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

战。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不懈反对

“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加强党性修

养，自觉摒弃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大力弘扬严实精

神，使自身作风进一步严起来、实起来、硬起来。

三、关于新时代好干部的方法论十条

方法论是超脱于具体方法之上，带有规律性、原

则性、普遍性，可以帮助寻找方法、创造方法、运用

方法和发展方法的一套理论。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迫切需要领

导干部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增强

工作的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主动性。

（一）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纵观党的

历史，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

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