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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

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当好领导干部

的本真，就是做好领导工作的本源，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要清醒地知道“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

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

为任何干扰所惑，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自觉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忠实实践者。

当好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就是要履职尽责。“为

官避事平生耻。”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履职尽

责是当领导干部的“基本”，也是做好领导工作的

“基本”。每一个岗位都有相应的职能职责，岗位

不同，职责也不同，而且职务越高、责任越重。在

其位谋其政，履其职尽其责，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

德。领导干部必须守土有责，自觉树立“干得好是

本职、干不好是失职”的理念，增强干事创业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理清自己的职能职责是什么、边际

界限在哪里，始终聚焦主责主业，种好自己的“责

任田”。必须守土担责，认真、认领、认账，应该

负的责，冒着风险也要担，锤炼务实作风，炼就过

硬本领，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愿接

最烫的山芋。必须守土尽责，把工作当成事业，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夙夜在公、夙兴夜

寐，躺着想事、坐着议事、站着干事，在岗一分

钟、战斗六十秒。

新时代领导干部更应在担当作为中追求卓越。

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是共产党人的政

治品格和从政本分，也是我们党对领导干部的一贯

要求。新时代催生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不可能都是平坦

的大道，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

重大阻力、重大矛盾，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

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着眼当前，

我们正处于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进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关键时期，更需要付出更加艰巨、更加艰苦的努

力，在实干中担当作为，在担当作为中追求卓越。

有真本事才有真担当，有大担当才能干大事业。

新时代领导干部不仅需要担当的勇气、本事和方

法，更需要具备担当的大格局、大境界、大情怀。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新时代领导干部必须做

到胸襟宽、眼界宽、思路宽，以大格局体现担当的

“宽度”；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提

升道德情操，以大境界提升担当的“高度”；必须

具备深沉的爱国情怀、深厚的爱民情怀、深切的爱

家情怀，以大情怀涵养担当的“深度”。唯有如

此，领导干部才会始终不忘领导工作的本源、抓住

领导工作的本质，始终保持“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优我特”的精神，对待工作做到专心专注

专业、细致精致极致，从而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卓越业绩。

二、当干部就得胸怀“两个大局”

大局就是指全局或整体，通常用来指形势或事

件发展的整体局面、整体态势。增强大局观是我们

党重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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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领导干部必须胸怀这“两个大局”。

识大局者方能谋大事，大局观是领导干部必须

具备的政治素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共产党员

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

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

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

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

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

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

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

“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

工作”。大局意识是一个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

表现。领导干部只有树牢大局意识、增强大局观

念，自觉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抓

落实，才能做到“全局一盘棋”，正确处理中央与

地方、局部与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才能具有历史眼光、全球眼光和

发展眼光，看清所处的历史方位，掌握历史的发展

规律，把握当前发展大势，切实做到审时度势、与

时俱进、顺势而为；才能心系大局，自觉把“小

我”归入“大我”、“小局”归入“大局”，提升

两三个层次看问题，以更加宽广的眼界审时度势、

权衡利弊，把握现在、透视未来。

谋全局者方能谋一域，新时代领导干部必须

深刻认识和把握“两个大局”。“两个大局”的重

要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

国内外风险挑战、着力破解复杂局面而作出的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