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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的开始。领导干部要精益求精、追求更好、止于

至善，不安于小成、不留恋过往，让卓越成为一种

习惯。

21.实干者吃香，有为者有位。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有为者。成功没有

捷径，付出才能杰出。路要一步一步走，事要一件

一件干。领导干部要把干事留给自己、把升迁交给

组织，做一名潜心静气、积极作为的实干家。

三、好干部是自律出来的

1.自觉自律是向上向善的永久动力。从善

如登，从恶如崩。人之初，性本善，向上向善是本

性，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但

是，向上向善一阵子容易、一辈子难。领导干部唯

有坚持自律、严格自律、自觉自律，才能获得向上

向善的持续内在动力。

2.优秀的背后往往是苦行僧般的自律。任

何人的优秀都是在自律中苦出来、熬出来的。平庸

者多自弃，优秀者多自律。有多自律，就有多优

秀。领导干部保持优秀的状态、坚持优秀的追求，

就要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始终对党忠

诚，一心为民。

3.清正廉洁是最根本的能力。清正廉洁不仅

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能力。为官从政，能干事干

成事不出事，才是真本事，只有始终清正廉洁，才

能至廉而威、至公而信、至严而范。廉洁是1，事

业、功名、地位、财富、尊严都是0，廉洁出了问

题，一切都等于0。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必

须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永葆清正廉洁本色。

4 .决定自己上限的，不是智商，而是自

律。自律的程度，决定人生的高度。一个人即使

天赋再高，没有后天的努力，也不可能做出卓越的

成就。自律胜于他律，自律者最自由，自律不分职

务高低。勤能补拙是良训。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自

律，用好一切时间、精力、能力来不断充实提高自

己，敢于超越自我。

5.炼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苍蝇不叮无

缝的蛋，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体共产党员要坚守崇高信仰，炼就金刚不坏之

身”。“打铁”的人必须是“铁打”的人。领导干

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

想，提高自身“免疫力”，用内心的“阳光”杀死

贪欲的“病毒”。

6.律人先律己，言行才硬气。唯无瑕者可

以戮人，唯自净者可以净人。治人者必先自治，责

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必须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树立良好形象，修己以

安人，正己以率下。

7.自律之道在于防患于未然。与其后悔于已

然，不如防患于未然。凡事意识不到危险就是最大

的危险，只有善于从坏处准备，才能争取最好的结

果。领导干部自律，必须常敲思想警钟，筑牢廉洁

防线，防患于未然。

8.心存侥幸必有不幸。侥幸是不幸的开始。

墨菲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件，只要具有大于

零的概率，就不能够假设它不会发生。人心不足蛇

吞象，贪心必被贪心误。每次雪崩都始于一片雪花

的运动。侥幸得了一时，侥幸不了一世。领导干部

面对诱惑，必须算好政治账、经济账、感情账，始

终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戒律，坚决杜绝侥幸

心理，谨小慎微，防微杜渐。

9 .守住法律底线，树立道德高线，不踩

纪律红线。凡事有“界线”。法律底线、道德高

线、纪律红线是领导干部立身之本、干事之需、从

政之基。领导干部要守住法律底线，努力追求道德

高线，坚决不踩纪律红线。

10.特权思想是廉洁自律最大的敌人。一念

贪心起，百万障门开。特权思想一抬头，廉洁自律

必失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权是一种危害极

大的腐蚀剂”，必须“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公器不能私

用，自觉摒弃特权思想。

11.贪婪是自己给自己开具的走向腐败的

“通行证”。贪婪是恶魔，可使美好化为丑恶；

贪婪是炸弹，可将辉煌夷为废墟。贪婪尽头是毁

灭，戒贪守廉方致远。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将

一无所有。“油水”越“厚”的地方越容易滑倒。

为官从政贪恋“油水”，免不了要“栽跟头”。领

导干部必须给贪婪戴上“手铐”，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都做到手不“乱伸”、脚不“乱跑”。

12.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勇于刀

刃向内、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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