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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品位。高标准才有高品质。一个对自我要求严

格的人，品德方面必然是追求最高线，做事上要经

得起考验，生活中追求的也是高尚的品位，能够始

终向上向善，保持内心的善良与纯净。如果只求

“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底线就很容易失

守。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把立德与立行结合起来，

划定高线，朝着最优努力，做品德高尚的人，干有

高品质的事，活出高品位大境界。

4.孝道是人生最上的德绩。天地之性，人

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

传统美德，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和底线。百善孝为

先，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孝敬，指望他为国家、

为民族、为人民作贡献，那无异于天方夜谭。当好

官，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常

修为孝之德，赡养父母有孝心、善待妻儿有爱心，

推己及人，把人与人的关爱之情延伸至整个社会和

国家。

5.当有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格局带来境

界，境界撑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是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砥砺传承的精气神，也是优秀党

员干部成长成才的必备素质。如果格局境界太小，

心里只是装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只能固守

狭小的利益藩篱，路也会越走越窄。新时代党员干

部必须坚定革命理想，注重学习思考，强化实践磨

炼，严格自律自省，不断涵养大格局大境界大胸怀。

6.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领导干部要讲

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是干部

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必须保持的政治操守，在道

德建设中处于先导位置。好人不一定能做官，但当

干部一定要首先是个好人。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

思想修养，即使知识再丰富、学问再高，也难成大

器。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新时代党员干部必

须上好道德修养这一人生必修课，把道德修养落到

实处，不断强化自律自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

六、终身学习之道

1.不管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

吏。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领导干部学习

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的形象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善于读书，就是善于进步。

书读多了，气质自然改变。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永

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常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多些书卷气，少些烟酒气，不断求得真学问，练就

真本领。

2.构建自己基本的知识体系，广识而不乏

其专。知识形成体系，犹如老虎插上翅膀。合理

的知识体系就像蜘蛛网，能够把不同的知识点有规

则地串联起来，形成思维闭环。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管在哪个岗位，都必须具

备基本的知识体系。学习则是构建知识体系的最有

效途径。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博学多思，丰富知识

储备，逐步构建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努力成为

“又博又专”的干部。

3.学习是唯一只赚不赔的投资，可以使自

己不断增值。学习是一个人不断自我完善的过

程，可以让心灵得到安宁，可以使灵魂不受干扰，

可以让人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学习上的每一次投入

付出，都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素质，成为成长进步

的阶梯。学习力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事有所

成，必学有所成。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重视学习、

善于学习，带着问题学，在学习与工作的良性互动

中不断超越自我、成就事业。

4.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学习和工作是

融会贯通的整体，学习促进工作，工作促进学习，

两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离开工作的学习必定空

洞无物，而缺少学习的工作必定是低层次的重复劳

动。唯有把学习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

最大效能。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干中学、学中

干，始终在研究状态下学习和工作，做到学习和工

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5.学而不用等于没学，学习的目的全在于

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如果不注重

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即使

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能说达到了学习

的最终目的。”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知识的价值

在于转化。离开了实践运用，学习也就毫无意义。

新时代党员干部不仅要爱学习、会学习，更要学以

致用，及时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用工作成果

检验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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