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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可能弊病丛生，各种

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

失。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也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如果不讲政治，对政治问

题麻木不仁，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也就失

去了作为好干部的基础和前提。政治是灵魂、是统

帅、是根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

魂。”讲政治关乎党的前途命运，是我们党管党治

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培养

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

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政治上靠得住是对领导干部最

基本的要求，讲政治这一条如果不过关，其他都不过

关。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做到政治上过得硬、

靠得住。讲政治是具体的、一以贯之的。讲政治从来

都不是空喊口号，也不能泛泛而谈，而要体现在行动

上、落实到工作中。领导干部必须把讲政治贯穿党性

锻炼全过程，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

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成事多想政治效果，始终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永远靠真理、思想、人格的力量实
施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

人格力量。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人民的

追随和赞誉。一个有人格魅力的领导干部，总是不怒

自威、不约而从、不令而行的，只靠权力去压服人、

支使人，权失则威尽散。真理、思想、人格的力量相

互作用，真理、思想的力量靠人格的力量去落实，人

格的力量靠真理、思想的力量去放大，从而形成强大

的正能量，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多一些道，少一

些术。道是真理和自然规律，大道至简，就是实实在

在、正大光明；而术作为方法，更多地体现的是权谋

和机变。诸葛亮在五丈原曾对姜维说过：“凡兵法韬

略，说透了，不在术而在道。”从短期来看，术可以

解决问题，一时得利，但长远来看，道才能赢得人

心，行稳致远。从事领导工作，要善于谋大计、抓根

本、顾大局，始终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靠真

理、思想、人格的力量感染人、带动人。决不能迷信

驭人术、厚黑学那一套，那是走不远也成不了大事

的。只有出众，才能服众。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有权就

有威，就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其实不然，威信源自卓

越，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明显的德才优势，仅靠发号施

令是不可能服众的。真理、思想、人格的力量则是靠

自身修炼习得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提升。要

做到勤学善思有底气、知人善任有内功、求真务实有

担当、自身过硬有形象，不断增强自身的人格魅力，

以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获得认可、赢得尊重、推

动工作。

（三）顺势而为，顺理而行。“势”即还没

有出现、将要出现的形状或趋向，是一种趋势、方

向；“理”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水随形就势，

方得始终；人顺势而为，才能成功。凡成大事者，无

不善于把握大势，顺势而为，借势而起。顺势而为、

顺理而行，如同顺水推舟，自然省时省力，事半功

倍；逆势而为、逆理而行则如逆水行舟，劳神费心，

往往不进反退。知形识势才能快人一步。世界潮流浩

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

的变化发展之中，能否认识和把握发展的形势，是能

否顺势而为、顺理而行的关键所在。不“知势”，即

使势已至，也无感无觉，必然大势流失，喟叹而无

为；不“识势”，可能会逆势而行，再怎么用力，也

只能是劳而无功甚至是螳臂挡车。只有坚持用发展的

观点看问题，做到知形识势，才能看清大局大势，掌

握先机，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没有什么比规律更强

大。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

系，是客观存在的，贯穿事物发展的始终，决定事物

发展的趋势。把握规律就能因势利导、借力发力，获

得真理的强大力量；而违背规律、逆势而为，就会站

到真理的对立面，最终被抛弃。要善于把平时零碎、

肤浅、表面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全面、系统、本质的

理性认识，增强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能力。

（四）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古时候

瓷器破了，工匠就会用金刚钻在破的地方钻孔修补，

非“能工巧匠”不可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

党本领不断增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领导

干部只有具备高强本领，工作才能驾轻就熟、游刃有

余、出新出彩，必须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

感，不断使自己的能力本领与担负职责相匹配。既要

有担当的宽肩膀，又要有成事的真本领。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担当精

神，勇于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拔城池。但没有

本事的担当说白了就是花架子，领导干部如果空有一

腔担当的热情，没有干事创业的“十八般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