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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

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

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

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紧迫性

当前，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能以一个共产党员

应有的思想道德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然而，也有

极少数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下滑，使我们党的执政

形象和执政地位受到影响。

第一，忽视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动摇致官德

遭侵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

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

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当前，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

是可靠的。然而，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忽视党性修

养，理想信念动摇，导致官德遭侵蚀，堕入金钱、

权力、美色的深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原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落马”

后，反省自己违纪违法的原因时说道：“鬼迷心

窍，昏了头。我自己一年也有十来万元钱，我爱人

她是央企的领导，一年收入也有几十万元，完全够

了。但是理想信念丢失了，精神追求没有了，突破

了做人的底线，连法律的红线也触摸了。”可见，正

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才使部分党员干部官德缺失，

堕入了腐败的泥潭，给党的执政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第二，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坚决实施“老

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取得巨大的胜

利。但是，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现在干部出

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道德低

劣、品行不端，必然导致党风不纯、作风不正，这

样的干部权力越大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就

越大。因此，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夯实

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刻不容缓。

汲取传统美德  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因此，可以汲取

传统美德，特别是与领导干部道德修养联系紧密的

忠诚爱国、公正无私、清正廉洁、勤政务实等丰富

内容，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1.修为“忠”之德

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等，领导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

是政治品德要过硬。因此，修为“忠”之德，要求

领导干部加强政治品德修养，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对党忠

诚、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对事业忠诚。

2.修为“公”之德

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都应该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修为“公”之

德，要求领导干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思

考问题、处理问题，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

识，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3.修为“廉”之德

宋代学者陈襄说：“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

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不可一毫妄取。”修

为“廉”之德，要求领导干部加强道德建设、夯实

思想基础，时刻绷紧廉政这根弦，筑牢“不敢腐”

的底线思维，树立风清气正的为官之道。

4.修为“勤”之德

勤政务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孙中山先

生说过，“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说“无论

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

事”，这就是一种勤政务实的精神。修为“勤”之

德，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勤政务实，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5.修为“学”之德

邓小平同志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

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

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修为“学”之德，要

求领导干部自觉做到好学习、善学习，通过学习修

身立德，提高政治素养，提升道德情操。

6.修为“慎”之德

慎独、慎微、慎欲、慎权、慎友、慎好、慎

言、慎行、慎终是传统文化为“慎”之德的丰富内

涵。修为“慎”之德，要求领导干部吸取“九慎”

自律自省的美德，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

度，反躬自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善始善终。

总之，领导干部加强道德修养可以汲取中华传

统美德的丰富内涵，不断提升从政的道德品质，真

正成为民众的表率，领导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