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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挑战，有足够的底气、能力、智慧战胜各种风险考

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历史步伐。”意志力还指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

的集体意志力，是个体意志力的源泉和沃土。意志力

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彰显共产党人理想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是对党忠诚的鲜明底

色。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就在于不惧万难、不畏强敌，顽强拼搏、砥

砺奋进，从而铸就了自强不息、英勇不屈、坚忍不拔

的意志力。

年轻干部要把不断增强意志力作为终身课题。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以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为指

引，将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融入精神血脉，转化

为精神动力。在加强党性修养中做到无私无畏，坚决

防止懈怠、远离奢靡，不骄不躁。二要加强政治历

练。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

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

不断使自己的政治能力同担任的工作职责相匹配，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三要注重实践历练。牢记职责使命、立足本职

岗位，以坚定的决心、信心和恒心，以坚强的意志，

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盯目标，以

百折不挠的毅力、滚石上山的精神、踏石留印的作风

完成历史使命。四要坚持抓好融合。坚持个人追求与

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相统一，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从而激发出强劲动力，实现远大目标。

在实践中磨炼  增强坚忍力

北宋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无论是成功人生还是成

就事业，要有高尚的品德、必备的能力，还要有一往

无前、百折不挠的坚忍力。坚忍力是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是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的必备素

质。对于我们党来说，坚忍就是迎难而上的担当意

识、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意志。对

于个体来说，坚忍既是锻造精神、砥砺意志的“磨刀

石”，也是共产党人气质的“闪亮名片”。

年轻干部增强坚忍力，须在事上磨炼，多在基

层“墩墩苗”。一要加强自身修炼。坚定政治信仰，

敢于牺牲奉献。胸怀“两个大局”，自觉加强理论武

装、锤炼党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信仰不

改、精神不丢，都要把正方向、定力如磐。二要自觉

补足短板。强化“检身若不及”的自觉，补短板、强

弱项、增本领。始终保持强烈的“本领恐慌”，以坚

忍不拔的毅力，经常反思自身视野上的局限和能力上

的不足，凝心静气、坚持不懈，不断学习新知识、熟

悉新领域，提升新境界、开辟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三要自觉担当使命。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坚持理论

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立足本职和专注主业相结

合、调查研究和创新举措相结合，努力练就“几把刷

子”，提升“七种能力”，始终把“金刚钻”揽在手

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推动发展。四要狠抓工作落实。增强抓落实的

自觉性，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知责、担责、

履责，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实际结合起来，把工作一项一项往前推、一件一

件抓到底，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工作成绩。

加强自我警醒  增强自制力

自制力，是一个人控制和调节自己思想感情、举

止行为的能力，如同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闸门，往往显

现于取得成功和面对诱惑之时，体现出内敛、固守的

精神状态和修养功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这体现了我们党在胜利面前的政治清

醒，从根本上杜绝了固步自封、贪图享乐的思想。我

们党能够取得百年辉煌成就，强大的自制力是重要

保障。

年轻干部不断增强自制力，一要坚持高标准。时

常同党中央要求对标，以党章党规为镜，用人民群众

新期待对表，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照，不断检视

初心，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做政治上的明

白人。二要坚持勤学习。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

一种工作习惯、一种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孜孜以求的

钻劲，勤于学习理论，勇于钻研业务，在勤能补拙中

培养过硬学风、提高本领。三要坚持履好职。年轻干

部要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创造一流业绩。

四要坚持守底线。严守纪律底线、不踩纪律红线。不

断强化自律意识，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经

常用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始终心有所畏、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以过硬的自制力树立良好形象、走好

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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