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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发展的“主心骨”，唯有遇到矛盾不怕事，

碰到问题不回避，面对困难不胆怯，敢啃硬骨

头，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

苦奋斗老黄牛的“三牛”精神，才能更好地艰苦

奋斗、开拓创新、为民服务。

——担当贵在无私，无私才能无畏。中国共

产党的“官场”不是升官发财的名利场，而是干

事创业、为民造福的奋斗场。党员干部的职务和

权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谋取私利的

道具。只有一心为公，才能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

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

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要把干净和担

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事业观、地位观，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

公后私、公而忘私。

五要始终拥有博大胸襟。党员干部拥有博大

胸襟，主要体现在格局境界情怀方面。“格局”

是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

布局；“境界”是在修养、学识和道德上所能达

到的高度和水平；“情怀”是对特定事物、特定

地方的特定情感。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密不

可分的，往往决定着一个人能走多远路、能挑多

重担、能干多大事。

——格局决定结局。格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胸有格局立天地，胸无格局事难成。党员干部若

格局大，则能立大志、做大事；若格局小，心中

只有“一亩三分地”，必将难以“走远”。要心

中常怀大局，登高望远、知形识势，自觉把工作

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和摆布，应势而动、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要涵养大气，能容人，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能容言，有虚心倾听不同

意见的胸怀和气度；能容事，拿得起、放得下，

不断超越自我。

——境界成就作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境

界，就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和行动追求。党员

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

在境界上必须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要加强自我

修养，自觉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牢固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多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利

长远的好事，多做惠民生、利发展的好事，不贪

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

碑、经过历史沉淀后真正的评价。

——情怀造就高度。情怀是一种独特而深厚的

感情，是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向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

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员干部要树立“位

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涵养家国情怀，涵

养人民情怀，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血脉灵

魂、化为实际行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努力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六要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廉者，政之本

也。”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价值取向和一以贯之

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二十字好干部标准中，清正廉洁是最基本的要

求。党员干部理当清正廉洁作表率，清清白白为

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清正廉

洁是中国吏治文化的核心，历代统治者都把清正

廉洁作为对官员的评判标准，历代老百姓所称颂

的也是清正廉洁的官员。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

党员干部必须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历史

和现实都一再表明，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

色，是我们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制胜法宝。

党员干部是否做到清正廉洁，关系党的形象，关

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自律胜于他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

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

己。”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党员干部如果定力

不强，很容易萌生各种歪念，最终沦为阶下囚。

只有严以律己，不断强化自我修炼，才能做到慎

独、慎初、慎微、慎欲。要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时刻把党规党纪牢记于心，要自觉净化生

活圈、社交圈、朋友圈，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抓

早抓小、防微杜渐。

——万恶皆由“私”字起，千好都从“公”

字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

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

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

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党

员干部要存公心、行公事，脚踏实地为人民群众

办实事，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牢记权

力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

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要依法用权，自觉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把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

下，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

李小三同志3月22日在省委组织部机关2021年度党

建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讲授专题党课内容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