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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Y

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通过阅读敞开心扉、适应

社会、拥抱世界。

26.望远需登高，方知天外天；深思方成事，

熟虑以致远。领导干部，不仅需要“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的眼界，也需要“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思考。

27.知识和方法相比，方法更容易成为能力；

知识和能力相比，能力更容易成为智慧。掌握知

识是能力，运用知识是智慧。成功者往往比别

人更能够正确地运用已有的知识。领导干部要学

习各方面的知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思想方

法、工作方法，并将知识、方法和能力转化为领

导智慧。

28.理念一新天地宽，思想一变日月升。领导

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增强知识储备，培养科学

思维，打开思想局限、打破条框限制，多个视角

观察世界、多个角度分析问题，让思想理念与时

俱进，让知识储备适应变化。

29.一切真本领、硬功夫都是练出来的。宝剑

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不经事就不能

成长。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劳其筋骨”“苦其心

志”，历经千锤百炼，经历各种“世事”，才能

真正练就出真本领、硬功夫。

30.好干部是磨炼出来的。领导干部要以思想

淬炼“铸魂”、以政治历练“固本”、以奋斗锤

炼“韧劲”、以实践锻炼“动能”，在奋斗中砥

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本领才干。

31.由经验而得的智慧，胜于学习而得的智

慧。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领导干部要

敢于亲身实践，及时汲取经验养分，客观公正地

认识事物，把握规律，科学决策，从而使工作打

开新局面、登上新台阶。

32.奇迹源于点滴的坚持，也源于涌泉的智

慧。信仰、信念、信心是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

领导干部应不断提升自己，用习惯和智慧创造奇

迹，用理想和信心换取动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再创辉煌和奇迹。

33.读书治学，贵在得法。“读书破万卷”不

仅仅在“万”，更重要的是在“破”。领导干部

在注重“广读”的同时，更应深读、精读，提升

读书学习的质量，避免落入“为了读而读”“读

死书、死读书”的境地。

34.人贵有自知之明。只有不断认知自我、

挑战缺陷，才能在一次次自我革新中战胜自我，

革除顽瘴痼疾，实现人生理想。领导干部认识自

己，要从自我剖析开始；战胜自己，要从自我挑

战开始；超越自己，要从自我否定开始。

35.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时时修身正

己，方可止于至善。领导干部要坚持完善自己，

才能摆脱卑俗；挑战自己，才能摆脱平庸；开拓

自己，才能有广阔的视野；超越自己，才能有更

高远的境界。

36.事非经过不知难，人非历练不成才。领导

干部要自觉到基层一线锻炼，在“滚石上山”的

实践中强化斗争意识；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

磨炼，在“逆水行舟”的逆境中激发斗争意志；

到急难险重任务中淬炼，在“风霜雨雪”中砥砺

坚强品质。

37.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必须本领强。面对

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领导干部要把解决问题作

为砥砺真本领的“磨刀石”，把能力提升作为解

决真问题的“度量衡”，在解决问题中磨砺真本

领，在提升能力中解决真问题。

38.“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越是

急难险重时刻，越能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

领导干部要在“急”的一线增强应变能力，在

“难”的一线增强协调能力，在“险”的一线增

强驾驭能力，在“重”的一线增强执行能力。

39.不厚其栋，不能任重。为官从政不是混日

子，需要过硬的能力素质作支撑。德不称其任，

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领导干部要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做到德配其

位、才配其位。

40.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违背规律就会

搁浅或翻船。有多大的能耐，干多大的事业。无

视或违背客观规律，往往事倍功半。领导干部要

不断提高本领，尊重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

办事。

41.最大的危机是素质的危机，最大的挑战是

能力的挑战，最大的恐慌是本领的恐慌。谁落后

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领导干部要自觉锻

造硬核能力，自觉提高自身本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前进。

42.有本事才能有作为，谦虚是学习的朋友，

自满是学习的敌人。领导干部必须克服本领恐

慌，要在真学真思上下功夫，绝不可“本来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