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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4.德要配位，才要配位，便可避灾殃。为官

从政，德是根本，才是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德不配位、才不

配位，必有灾殃。要主动对标“好干部标准”，

既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又要不断增强

“八种本领”“七种能力”，努力做到德才兼

备、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5.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要始终以百姓
之心为心。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为政者最大的底

气，是我们党的执政根基，更是我们担当作为的

力量源泉。人民向往什么，干部就应当干什么。

要站稳人民立场，以干部的“辛苦指数”不断提

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6.为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领导

岗位不是一种待遇、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责任、

一种奉献。如果当干部“太舒服”，其实就是对

初心的背叛、对职务的亵渎、对岗位的糟践。要

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心甘情愿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努力修炼“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之大境界。

7.为政意味着担责任、担风险，从一开始就
要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准备。自觉扣好从政

路上的“第一粒扣子”，时刻扭紧思想发条，始

终扛牢肩上责任，敢字当头、干字在前，担责不

推、担事不躲、担难不怯、担忧不惧。

8.切实做到明事理、靠得住、有本事、敢
担当、作风硬。为官从政，最基本的就是要具备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保认知上清楚、行动

上能干。干事创业，明事理是基础，靠得住是底

线，有本事是关键，敢担当是决心，作风硬是保

证，五位一体、衔接闭环、缺一不可。

9.把工作作为第一兴趣，干什么都要力求
成什么。培养兴趣并不难，有了兴趣就会产生习

惯，习惯就会成为自然。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岗

位，都要增强工作的神圣感、庄严感、使命感，

在履行职责中收获工作带来的愉悦，让工作成为

自己割舍不下的最大兴趣。

10 .从政是难度甚大的特殊职业，一定要
有几把刷子，没有金刚钻，不要揽瓷器活。领

导岗位有限，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人的能力有

差异，未必人人适合当领导。领导干部如果空有

激情但没本领，“成事”说到底就是假把式、空

架子。必须持续学习磨炼，把能力“利器”修炼

好，不仅有干事的宽肩膀，还要有成事的真本领。

11.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合情

合理合法做事情。领导干部看问题、办事情都要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要全面，又要抓

重点，防止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机械地、僵

化地做事情，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在

不好选择的时候，坚持原则是唯一的选择。

12.积极主动、无怨无悔，既要尽力而为、
又要量力而行。领导干部既要积极作为，用尽一

切力量、倾尽一切才智去干事创业，克服“不想

为、不去为”的庸政懒政思想，又要科学合理地

设定发展目标和推进措施，量体裁衣，结合客观

实际办好事情，不急于求成、贪多求大。

13 .既要有充满激情的理性，又要有充满
理性的激情。理性和激情都是成事之要，不可

偏颇。没有激情就会尸位素餐，让人走向死板僵

化；缺乏理性则会盲目冲动，胡乱折腾。领导干

部要学会将理性和激情相融合，以理性驾驭激

情、以激情拉动理性，在锐意进取、科学理性中

行稳致远。

14 .识时务者为俊杰，识势之变、顺势而
为。根据形势变化顺势而为，如同顺水推舟，

事半功倍；不顾潮流趋势逆势而为，则如逆水行

舟，不进反退。要自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

贯通起来审视，真正研究政策、学习政策、运用

政策，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长远统一起

来，及时调整战略策略，准确把握战略方向。

15.掌握技巧，把握规律，始终掌握工作主
动权。任何事物都有特点和规律，抓住事物的本

质、重点、关键，集中精力、持续用力，才能主

动作为、善作善成。要学会用好辩证法，遵循和

运用规律，把握关键环节，找准重点突破，合理

布局力量，做到“牵住牛鼻子，打蛇打七寸”。

16.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锚定目标，才会行有

所向；注重结果，才有标准质效。领导干部无论

想问题、作决策还是抓工作，都应当始终紧绷问

题导向这根弦，讲目标导向不含糊，抓结果导向

不放松，不断提升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增强工

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干出让党和人民

满意的政绩。

17.既顶天又立地，善于做好结合大文章。
顶天就是掌握党和国家的要求，立地就是了解实

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要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

负责相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大处着眼、小处入

手，把吃透上情和摸准下情相结合，统筹兼顾、

协调各方，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协同推进。

18.到危机时须放胆，当平安时要小心。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