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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公私一念间，忠奸两重天。党性正则骨气

硬，骨气硬则忠诚坚。领导干部对党忠诚，应当

是一种无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净气，是一种铁骨

铮铮、腰杆挺直的骨气，更是一种敢于碰硬、敢

于攻坚的勇气。

36.没有忠诚的能力，一文不值。一个人如果

缺乏忠诚，能力越强，危害越大。有才无忠，祸

莫大焉。如果忠诚不足以“驾驭”掌握的权力，

迟早也会出事。领导干部要永远对党忠诚，让才

华能力在正确的轨道上发挥作用。

37.一个人的名声，不能大于自己的实力；一

个人的职位，不能高于自己的能力。否则，德不

配位，必有灾殃。唯有德才配位，方能堪重任。

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加强思想淬炼、政治

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做到德才兼备、德

配其位、才配其位。

38.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履其职、担其责、

成其事。领导干部要把对党忠诚刻在心上，把责

任使命扛在肩上，夯实忠诚履职之本，抓住忠诚

尽职之要，负起忠诚担职之责。

39.心有所忠，行有所向。忠诚绝不是几句口

号、轻松表态，而是建立在坚定的信念、过硬的

能力和清廉的作风之上。领导干部必须铸牢一心

向党的忠诚之魂，锻造一锤定音的忠诚之能，培

塑一尘不染的忠诚之形。

40.忠诚，离不开信仰的坚强支撑；忠诚，

离不开美德的滋润涵养；忠诚，离不开实践的磨

砺考验。忠诚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职务的升迁

而自然提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信念信仰筑牢忠

诚，修好为政之德滋养忠诚，加强实践锻炼砥砺

忠诚。

41.对党忠诚的品质，要用理论的清醒来打

底；对党忠诚的品质，要用绝对的标准来强化；

对党忠诚的品质，要用刚性的约束来保障。对党

忠诚，力重千钧。领导干部对党忠诚要坚持用理

论铸魂、坚持绝对标准、严守纪律规矩。

4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

的意识”，“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

同心同德”。入了党的门，就是党的人。领导干

部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

党的使命为使命，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43.忠诚之魂在于担当，履职之要在于担当，

从政之基在于担当。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对党

忠诚的具体表现，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对党忠

诚的检验标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对党忠诚

的重要特征。领导干部对党忠诚就要坚决做到为

党分忧、为党尽责、为民造福。

44.“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忠诚是干部队伍这渠清水的底色，以铁的标尺丈

量干部忠诚度，方能把握好政治标准，凝聚起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忠诚力量。领导干部要坚

持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

首位，以忠诚论党性，以实干考忠诚。

45.为官须从做人起，处世先自修身始。立

身做人为官修德，是每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终身

的课题。领导干部要加强德行修炼，修其心治其

身，养其德以立业，把自觉修身当作成长的必修

课、干事创业的奠基石。

46.官品源于人品，政绩来自政德。为人要讲

品行，做官要讲政德。追求什么样的政德，就会

创造什么样的政绩。领导干部要既追求符合政德

的政绩，又修炼彰显政绩的政德。

47.士有百行，以德为首。无论是做人、做

事，还是做官，德都是第一位的。领导干部要明

大德，对党忠诚，身正为范；守公德，一心为

民，为民守正；严私德，勤业精业，为人周正。

48.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领导干部要常

修为政之德，常怀亲民之心，常立奋进之志，常

存敬畏之念，以亲民之心换群众真心，靠群众真

心赢天下。

49.守正行权真事业，平矜节欲大功夫。人以

正气立，事行正道远。领导干部要持身以正、处

世以方，不骄不矜、节私寡欲，危难之际依然正

气凛然、身处高位依然保持本心。

50.“正”者，不偏不倚、合乎法则、顺乎

道理、恰到好处。思想纯正是保持言行先进的前

提。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领导干

部要做到思想纯正、处事公正、为人清正。

51.公道正派是最基本的品行操守，公私分明

是最基本的从政原则。领导干部要坚守公道正派

的操守、公私分明的原则，祛除私心杂念、杜绝

以权谋私，永葆先进纯洁的本色。

52.当官有私难公道，从政无为不服人。政在

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为官不为即为耻，在位

平庸即为辱。领导干部要公道正派、不循私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