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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干部能力强弱、素质高低的核心要素之一。新时

代的领导干部，既要有充满激情的理性，又要有充

满理性的激情。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缺乏理性意

识和科学精神，头脑发热、冲动急躁；有的“想当

然”“拍脑袋”“拍胸脯”做决策，想一出是一

出，乍乍呼呼，违背常识、南辕北辙，闹出不少笑

话来，贻误了事业发展。

拒绝任性，才能保持理性。孔子曾说：“一

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是做人做事要克

制妄念、理性行事，使自己不任性妄为。身处新时

代的领导干部，要摒弃躁动、回归理性。工作要理

性，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对工作想清楚、说

明白、干到位；用权要理性，牢记公权为“公”，

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和群众监督之中；生活要理

性，远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做触碰底线的事。

远离蒙昧，才能走近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

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

律的包容性发展。”科学精神表现为求真、探索、

质疑、实践。领导干部要树立“知其然知其所以

然”的探究精神，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把握“上情”和“下情”，准确研判发展形

势，科学作出决策部署。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

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

民生的好事实事。

崇尚实践，才能知行合一。“不登高山，不知

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有理性分析、科学决策都要

运用到实践中，并由实践来检验。多接地气才能有

底气。要使科学、理性的精神发挥现实的、物质的

效用，使之变为得心应手的“真知”，关键在于知

行合一。领导干部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破解新难题、寻求新

对策，确保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系统与全局的理念

从哲学的角度看，世间万物相联互通，任何

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求我们树立全局观念，

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俗话

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新时代推动改革发

展稳定工作，就像下一盘大棋，不会做长远打算的

人，是做不好眼前事情的；不能思虑全局的人，也

是做不好局部工作的。要谋全局就必须有系统思

维，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全局、

抓住要害，不失原则地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作为

新时代的领导干部，更要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系统

和全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全局

中去思考、去定位、去布局，系统有效地推进各项

任务。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整体大于部分之

和。领导干部看问题、干工作切不可盲人摸象、以

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要学会把每一个要素放在整个系统之

中，放在全局之下来考虑，从整体上综合地把握对

象，使分析和综合相互渗透、同步进行，着眼于全

局来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问题，实现最优化的总体

目标。

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事物是普遍联

系的。领导干部考虑问题不能“顾头不顾腚”“东

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不能见子打子，“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要学会系统性、全局性、多维度

地考虑问题，把此事物跟彼事物联系起来，注意系

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系统内部之间的关联性，寻找

关联要素之间的共性，暂时搁置差异，排除干扰思

维，做到有效协调，才能达到“四两拨千斤”“治

标又治本”的效果。

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协同发展才是最

好的发展。领导干部的职责就是富一方百姓、保一

方平安、优一方环境、正一方风气。要防止和克服

“按下葫芦浮起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善于

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各个层次观察分析事物，

把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有机统一起来，将时间和空

间有机统一起来，把握事物本质，打开工作思路。

既要抓经济发展，又要抓社会治理；既要抓好业

务，又要抓好党务，方方面面都要系统考虑、综合

施策，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打出一套有效的“组

合拳”，达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

过程与结果的理念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过程，就没有结

果；没有结果，过程就没有意义和价值。过程与结

果，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结果来自过程，过程决

定结果。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官大一级压死

人”，高高在上、粗枝大叶，只要结果、不管过

程，这种当“甩手掌柜”的做法，看似很有魄力，

实则暴露出官僚主义作风；有的不计成本、不择手

段，让过程变得不可控，甚至走样变形；还有的只

讲过程、不重结果，导致事倍功半、徒劳无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