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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Y

升政治素养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要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思想上的追随是最内在的追随，理论上

的认同是最根本的认同，必须涵养良好的理论素

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修养是党性修养的基

石，“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

加强理论修养”。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

定。党员干部必须把厚实理论素养作为人生必修

课，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植灵魂血脉，真正成为马克思主

义政治灵魂的“守望者”。

——法治是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法治素

养是政治生命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必须涵养良

好的法治素养。法治素养是涵盖法律知识、法治

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信仰和法治实

践能力等的综合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法治意

识，自觉尊崇和敬畏宪法法律与党章党规党纪，

牢固树立权由法定、依法用权等法治观念，坚持

法治思维，严格依法决策，恪守法规制度、谨遵

法定程序，坚决扛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使

命，积极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

法治社会。

二是基本操守。操守指的就是人的品德、

气节以及行事的准则，它既是做人的标准，也是

检验灵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

员干部要“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做到以信

念、人格、实干立身”。党员干部只有坚守最基

本的政治操守、工作操守、生活操守、作风操守

等，才能做人有骨气、做事有硬气、做官有正气。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重要最根本最

关键的纪律和规矩，是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必须坚守严格的政治操守。政治操守是指一个人

的政治品德和操行，是调节人们政治关系及行为

的规范和准则。党员干部的政治操守如何，关系

个人品行，关系共产党人整体形象，更关系党的

事业兴旺发达。只有始终坚守政治操守，才能永

葆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要时

刻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敢于亮剑、敢

于碰硬、敢于攻坚，讲纪律、守规矩、听招呼。

——岗位就是“战位”，职务就是“服务”，

必须坚守严格的工作操守。工作操守是指人们在

从事职业工作过程中必须遵从的最低的道德底线

和行业规范。党员干部是行使公权力的特殊职业

群体，必须时刻保持公仆情怀，真真切切为人民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必须怀着对工作高度负责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全部精力奉献到为国为民

的事业当中；必须坚守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严

格按政策办事、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做到

用权有原则、办事守规矩。

——生活纪律非小事，勿以廉小而不为，必须

坚守严格的生活操守。生活操守是一个人在日常

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一名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

从生活不检点、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

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党员干

部必须自觉净化生活圈、朋友圈、工作圈，管好

自己人、身边人、自家人；必须讲纪律守规矩，

养成积极健康的兴趣爱好；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道德，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倡导者和

践行者。

——没有好作风，就没有好作为，必须坚守严

格的作风操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

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

“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

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真抓

实干作风，推进工作、解决问题、面对难题要见

底见效、敢抓敢管；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把功

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要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力求更好，追求最好。

三是基本能力。能力是人们顺利完成某种活

动所必需的素质与特征，总是和人的某种活动相

联系并表现在活动的全部过程之中。领导能力是

指能激发被领导者的活力并使之转化为领导活动

的能力，简言之就是领导做工作的本领。衡量一

名党员干部是否合格、工作开展得好不好，也要

看其基本能力的高低。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增强7

种基本能力。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要不断增强“脑

力”。“思”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多思才能善辩，集思才能广益，深思才能熟虑。

思考的过程就是将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更好地

消化吸收，转化为思维的过程。党员干部既要

学会思考、分析、研究问题，做到“三思而后

行”，又要经常地对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和反

思，做到“行后有三思”，使自己的能力阶梯式

上升，推动工作质量不断提高。

——视力决定眼前，眼力决定未来，要不断

增强“眼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

利避害，奋勇前进”。取胜之道，就是“因势而

变、因势得势、趁势而为”。党员干部要能因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