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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信任、珍惜群众信任，当群众信赖的主心

骨，做组织放心的担当人。

13 .少做“击鼓传花”的二传手，多当攻
城拔寨的先锋官，带着感情和智慧解决好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
到以真心换民心，以无私赢口碑。群众利益无

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领导干部要自觉强化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为民意

识，第一时间响应群众需求，第一时间处理群众

诉求，积极主动解决群众最难最愿最急最盼的事

情，切不可熟视无睹、推诿扯皮或层层推卸。

14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
界谋大同，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需要把历经风雨见彩虹的“行动
哲学”贯彻始终，坚持不懈。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

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

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唯

有敢于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领导干部要始

终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

追求，增强斗争精神，勇于直面风险挑战，践初

心、担使命。

三、明能力提高之理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

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担当要靠真本事，

真作为要有真水平；如果能力“透支”，就会使

命“欠账”。领导干部一定要“明”提升能力之

“事理”，不断提高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八

种本领”“七种能力”。

1.立身靠守信，立业靠实力，立世靠才干，
立功靠拼搏。德为立身之本，才为处世之道。

诚实守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全部道德的基础，

生命不可能在谎言中开出灿烂的花。相信别人的

语言，不如相信自己的实力，手有实力可以胜过

一万句求人的话。领导干部必须修炼诚实守信的

道德操守、全面过硬的自身实力、聪明强干的能

力本领、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

2.善学者智，善学者强，善学者成。善于学

习是点燃智慧的“火花石”，是增强本领的“加

油站”，是擦拭心灵的“净化器”。共产党人依

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领导干部唯有勤“充电”、多“增能”，以学益

智，以学修身，以学明志，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

平和执政本领。

3.让思想理念与时俱进，让知识储备适应

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识、科技日新月

异。我们如果闭目塞听3个月，恐怕会落后世界一

大截”。东风浩荡万里澄，与时偕行天地宽。识

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领导干部既要

“温故知新”，又要“学新知新”，努力加快知

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构建紧跟时代步伐的知

识体系，与时俱进，创新前行。

4.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
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

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不知过去，无以图将来。对历史能看多深，对未

来就能看多远。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总能给人

们以智慧启迪。领导干部只有了解历史、理解历

史，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经验、意志和力量，才

能更好地回望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

5.自信是成功的起步，自负是成功的止步。
毛泽东同志曾讲：“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

三千里。”人生的高度，是自信撑起来的。人不

自信、谁人信之，欲成大器、必先自信。然而，

万事皆有度，自负终“自缚”。领导干部想要有

所作为，既要信心满满，也要自信有度，不被自

负所“自缚”。

6.一经打击就灰心丧气的人，永远是个失
败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古之立大

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坚强的人眼里从来就没有逆境。能经得住多大打

击，就能担得起多大重担。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

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面对失败和挫折一笑而过，面对烦恼和忧愁平和

释然。

7.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则是双倍的无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在于往往自病不知，

识己更难。”低头的是稻穗，昂首的是稗子。聪

明人自认一无所知，愚笨人自负无所不晓。认识

到自己的无知，是智慧的开始。领导干部要客观

地审视自己、正确地认知自己、不断地超越自

己，才能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8.如果脑袋里一团糨糊，手头上必然是一
团乱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

的”。肚中有墨水，文章自然来。干事创业也

好，改革发展也罢，领导干部自己一头雾水、一

盆糨糊，如何让人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只有做

到“胸中有丘壑”，工作才能驾轻就熟、游刃有

余，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9.除了学习，没有任何方法可循；除了实
干，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除了担当，没有任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