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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精一行；要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直

前，遇到挫折撑得住，关键时刻顶得住，扛得了

重活，打得了硬仗，经得住磨难，努力创造经得

住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

105.领导干部要端正态度，提高标准，转

变作风，提高精准理解、精准发力、精准落实能

力，克服和防止“马大哈”的态度、“差不多”

的标准、“过得去”的作风，追求“最完美”，

不要“差不多”。要锁定目标抓到底，做到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

106.文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心。

领导干部要拿出敢想敢干、真抓实干的劲头，确

保“零推诿”；保持马上就办、立即就干的速

度，讲求雷厉风行、快捷高效的效率，确保“零

延误”；追求全面细致、准确无误的质量，确保

“零差错”。

107.立足于“早”，落实于“实”，完善于

“细”。领导干部要坚持防微杜渐，及早发现端

倪，根除病灶，务求实效，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

群众搞服务，从细节、小事入手，抓细抓实，精

心、精细地去完成各项工作。

108.一天一天抓实，一月一月抓紧，一年一

年抓好。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不

可蜻蜓点水，不可虎头蛇尾，不可只是一阵风。

领导干部要将作风建设贯穿于日常工作生活始

终，常抓不懈、一抓到底，牢牢树立为民务实清

廉的党风、政风。

109.正视问题，要成为一种自觉；刀刃向

内，要成为一种习惯。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

脑，自觉正视问题，发现不足、找到短板，不掩

饰缺点，不回避问题，立查立改、即知即改，以

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

110.带着一颗“真心”而来，不带半分“私

心”而去。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公私分明、克己

奉公，做到甘于奉献、甘于付出，不计个人得

失，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永葆公仆本色、恪守为民之心。

111.信念是本，作风是行，本正而行聚。领

导干部要树牢“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

锤炼“烈火丹心铸忠诚”的政治品格，强化“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使命担当，涵养“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深厚情怀。

112.不虚心不知事，不实心不成事。领导

干部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放

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与群众交

流，为人民说话，拜人民为师，恪守为民之责，

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113.千计万计，群众路线是第一计；千难

万难，问计群众就不难。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

众是最好的老师。领导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真

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向群众请

教，凝聚群众力量，就没有蹚不过的河、越不过

的坎。

114.民之所望，施政所向。领导干部要树立

“人在基层，心为群众”的理念，只有坚持眼睛

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

注终端、接触末梢，才能成竹在胸，才有可能成

为抓落实的行家里手。

115.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脑袋思考问题，用

行动破解难题。领导干部要更加主动地、开创性

地了解民情，为民解难题、办实事，把心思和劲

头放在实干上，做到眼睛亮发现问题、耳朵灵掌

握信息、嘴巴勤指出问题、手脚快解决问题。

116.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

计于民知虚实。领导干部对群众最盼、最急、最

忧、最想的问题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增强看

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

基层的脚力，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

知、收到实效。

117.所有的矛盾来自沟通不善，所有的浮躁

来自基础不够，所有的成功来自比别人更努力，

所有的奇迹来自激情永驻。领导干部要加强沟通

交流能力，正确处理工作中的各种关系，脚踏实

地，锐意进取，迸发苦干实干的激情。

118.光听表扬肯定的好话，不喜欢听那些批

评的意见和建议，是犯了主观片面的毛病。人非

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领导干部要

敢于接受批评，勇于承认错误，真诚采纳诤言，

确保自己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在人生中不失航向。

119.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

风之一。领导干部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

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

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

经常使用，做到批评他人“不怕辣”，自我批评

“怕不辣”，接受批评“辣不怕”。

120.不要有官气，不要打官腔，不要有傲

气，不要耍脾气。领导干部要摆正个人位置，消

除特权思想，走出官本，坚守民本，摒弃拿腔作

调，去掉“官腔”、脱掉“官服”、褪掉“官

气”，对领导不卑不亢，对同事谦逊有礼，对群

众热情有加。

（本文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李小三同志
2021年6月22日在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论坛上的讲
话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