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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

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

我革命”。领导干部必须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不断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13.家廉连政风，家风系国运。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

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

风”。领导干部必须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切

实管好“枕边人”、教好“膝下人”、带好“身

边人”。

14.让自律成为一种习惯。积千累万，不如

养个好习惯。自律成习惯，习惯成自然。自律成为

好习惯是人生的助推器，能使人终身受益。自律的

养成并非一日之功，自律没有完成时。领导干部必

须养成从严自律的习惯，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让

自律成为一种行动自觉，做到自律一辈子，而不是

一阵子。

15.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廉者，政之本也。”清正廉洁，是融入中国共产

党人血脉之中的不变本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

传承的红色基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始终保持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既是我们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的制胜法宝，也是共产党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生动实践中不能动摇的基本遵循。“世情宜淡，

立志贵刚。”领导干部必须在清正廉洁上作出表

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不变色，永远做人民

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四、好干部是教出来的

1.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只有久久为功育人才，党和人民的事业

才能薪火相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后继有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领导

干部必须用好教育培训这个“传家宝”，为推动党

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培育源源不断的干部人才。

2.人无天习，教则移风。不勤学无以为智，

不勤教无以为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必须经过严

格的教育。培养一个干部的付出比培养一个飞行员

多得多，尤其需要抓好干部教育这一环。

3.领导者就是培训者。领导干部不仅是业务

工作的领导者，也是干部队伍的教育培训者。抓班

子带队伍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培养部下就等于

“提拔”自己。言教者讼，言传不如身教，示范最

有力。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树立旗

帜、凝聚力量、引领风尚，以模范行为感召人、教

育人、激励人。

4.培养要赶前不赶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刚参加工作的干部就像小树苗一样，需要精心浇

灌、修剪枝叶，基础扎实了才能茁壮成长。”育人

如育苗，农时不可违，节令不等人。要慧眼发现

“新苗子”，精心培养“好苗子”，为干部队伍提

供充足的源头活水。

5.教人须从短处补。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

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教无定式，贵

在得法。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一

块。教育培养干部，就要针对知识空白、经验盲

区、能力弱项，精准开展专题培训。

6.教育者先受教育，教育者多受教育。师

者，人之模范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育人即育己，育人先育己。给别人一瓢

水，自己先有一桶水。强将手下无弱兵。领导干部

只有先受教育、多受教育，智勇双全，能征善战，

才能产生不令而行的示范效应。

7 .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是干部教育的根

本。达必识其途，至必由其道。马克思主义是共

产党人的“真经”，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

学”。领导干部必须突出重心，学好根本，旗帜鲜

明反映党的主张、体现党的意志、落实党的要求，

让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8.种树培其根，种德培其心。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木心不

正，则脉理皆邪。心正则身正，身正则行端，行端

则身清，“成长”比“成功”更重要。领导干部必

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9 .既要教世界观，又要教方法论。世界

观、方法论是管方向、管根本、管长远的。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干部教育

培养要变“输血式”为“造血式”、变“灌输式”

为“启发式”，即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

又教会“怎么办”，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掌握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