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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彰，必然失去防线；规矩不严，必然警示无

力。严格执纪是维护党纪权威、保持纪律生命力

的命脉所在。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纪律约束，

增强纪律执行力，不能把纪律当作束之高阁的一

纸空文。

11 .政策作为“生命线”，法纪作为“高
压线”。政策和法纪就是轨道的两条边界，越轨

出界迟早要翻车。“生命线”不可漠视，“高压

线”不可触碰。领导干部必须守住政策底线、抓

好执行落实，不碰纪律高线、对违规违纪行为零

容忍。

12 .把“讲规矩”作为政治生命的“紧箍
咒”“护身符”，把“有纪律”作为干事创业
的“生命线”“安全带”。规矩纪律是刚性约

束，也是柔性保护。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规矩意

识，带头严守规矩，经常加强对党内法规的学

习，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最前面，做

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13 .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

而不可夺赤。”立志不坚，终不济事。进入新时

代，领导干部仍然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更需要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持

之以恒增强抵御风险挑战的意志力、坚忍力、自

制力。

14 .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增强见叶知秋
的敏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刻保持如履薄

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领导干部要练就

一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不断增强政治敏锐

性，洞察事物本质，辨别大是大非，做到谨言慎

行、提高底线思维。

15.自架“高压线”，自设“防火墙”，自
念“紧箍咒”，耐得住寂寞，顶得住歪风，经
得住诱惑，管得住自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面壁成佛，就是自我

境界的提升。”领导干部在加强自律上必须标准

更高、要求更严、走在前列，始终严于律己、一

身正气、慎独慎微，为官不妄为、有权不任性。

16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事业成功的基
石；奢侈浮夸，铺张浪费，是堕落垮台的祸
端。勤俭是做人之根，奢侈是万恶之源。领导干

部要始终牢记我们党的艰苦奋斗历史，接好、用

好、传好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个“传家宝”，

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从“光盘行动”等小

事做起，从“树好家风”等身边事做起。

17.不因“小腐败”而违规逾矩，不因“小
问题”而姑息迁就，不因“小意思”而欣然笑

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于细微处见精神，于

细微处也见品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

映人品，反映作风”。不虑于微，始成大患；堤

溃蚁孔，气泄针芒。领导干部要坚持从小事小节

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拒收一切

小恩小惠。

18.上下级关系要清清爽爽、规规矩矩，不
能搞旧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更不能搞庸俗化
的小圈子，拉拉扯扯，投桃报李。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党内要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倡导

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领

导干部对待同志要既讲感情又讲原则，绝不搞

“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

19.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
好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好自己的手，
不该拿的不拿。清正廉洁，是干部为官从政的

基本底线。在共产党人的字典里，公与私、廉与

贪，从来都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树贵自

直，人贵自控。领导干部要慎独、慎言、慎行，

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20.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筑牢“防火
墙”，守住“高压线”，过好“廉洁关”，仰
不愧于党，俯不愧于民，内不愧于心。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

道理，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

质、健康的生活情趣”。生活情趣非小事，人无

规矩废百事。领导干部要注重培养积极健康生活

情趣，时刻保持思想的纯洁和精神的高尚。

21.把“权”字认清，把“人”字写正，把
“我”字看小，把“学”字记牢，把“干”字
放大，把“智”字用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领导干部要知晓为官做事尺度”，“有分寸，

讲原则，知责任”。领导干部要认清权力与责任

的关系，清醒地丈量自身行为界限，以“无我之

心”做为民之事、富民之事、乐民之事。

22.走好勤学善思的学习之路，走好践行宗
旨的为民之路，走好砥砺奋进的实干之路，走
好严于律己的修身之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我

写就、现场直播，应当好好珍惜。领导干部要行

稳致远走好人生之路，必须做到勤学善思、勤政

为民、实干奋进、廉洁自律。

（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

部长李小三同志2021年4月27日在省委党校中青班

上的专题辅导报告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