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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严谨的过程，就不会有圆满的结果。司马迁

写《史记》花了18年，李时珍编《本草纲目》用了

30年。过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过程是结果的必经

之路，对过程的管控是工作质量的保证。领导干部

要尊重客观规律，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对每一

个工作项目实施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质量管理，确保每一个过程都能认认真真、扎扎实

实，一丝不苟、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没有良好的结果，再完美的过程只是徒劳。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只有事情

做成了，才能产生绩效、体现价值。如果总以“不

以成败论英雄”为借口，把“做了”当“做成”、

将过程当效果、把痕迹当政绩，那就是典型的形式

主义。考核评价一个干部的能力和实绩，既要看他

“干没干完”，更要看他“干没干好”。要以发展

实绩和实际成效为准绳，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

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尺子，把发展成果实实在在

体现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

过程与结果并重，功到自然成。“千淘万漉虽

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

领导干部要把握好过程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一方

面，通过管控好过程，努力达到理想的结果；另一

方面，让每一个结果服务于下一个更大的过程。要

把功夫下在平常、日常和经常，合理安排、把握节

奏、严格标准，总结反思、及时纠偏、不断进步，

把过程做细、做实、做完美。

现代与超前的理念

现代理念是指立足当前，对形势与时俱进的

认知。超前意识是指对未来的洞察和远见。超前理

念以现代理念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迭代和超

越。进入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老办法解决不

了新问题，老套路适应不了新要求，老思想引领不

了新发展，“旧船票”已经登不上新时代的“客

船”。领导干部要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当代视

野，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超前眼光，紧

跟时代步伐、赢得发展先机、掌握历史主动，做到

治天下事、谋万世局。

顺应潮流，不负韶华。当干部，没有一点远见

卓识是绝对不行的。邓小平同志曾说：“一个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

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

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领导干部是时代潮流的引

领者、社会方向的把握者，如果总是习惯在旧轨道

上运转，就难以驶向现代化的彼岸。要主动顺应时

代潮流，以新思想为科学指引，与时俱进创新理念

举措，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把准社会发展的

脉搏。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知的东西才最可

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强

调领导干部要学会在“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

掌握它。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正定县时，思想开阔、

意识超前，推动落实了很多“超前”举措，带领正

定改写了“高产穷县”的历史。思想上的超前必然

带来行动上的超前。领导干部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领头雁”，不能只管眼前、不顾将来，只埋

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必须提高预见能力，打好提

前量，在思想上先人一步，行动上快人一拍，想在

人先，做在人前。

立足当代，着眼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

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领导干部要

培养现代与超前思维，将具体工作与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联系起来，面向未来、拥抱未

来、创造未来，适应潮流、引领潮流，以思想认识

的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学习与创新的理念

学习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基础和保障，创新

是学习的目的和效果。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对领导

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但有的领导干部新办

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

不顶用，遇到急事难事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惊

慌失措、忐忑不安，面临“本领恐慌”、能力不足

的危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见多识广看问题才

能精确。唯有通过学习和创新，拓展视野，知变求

变，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使

各项决策和部署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

学习是创新之本源。没有学习和积累，创新

就无从谈起。现在努力不等于将来努力，现在优

秀不等于将来优秀，活到老就要学到老，成长到

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善于学习，就是善于

进步。”领导干部要保持对学习的“饥饿感”，认

真学习领会新政策新要求，学习掌握新知识、新

信息、新技术，建立起适应工作需要的完整知识体

系。要举一反三，增强悟性，克服“拿来主义”，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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