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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写给年轻干部的三十六条建议（三）

七、诚实无破绽，巧伪不如拙诚

诚实就是诚恳真实，内心与言行一致；巧

伪则指虚伪不实、遮遮掩掩，不老实不厚道。

君子修身，莫善于诚。诚实是做人的起点，也

是做人的归宿。诚实守信、表里如一，是一个

人的道德底线，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健康

发展的精髓所在。无论高低贵贱，离开诚实二

字，不厚道不老实，就没有资格奢谈什么理

想、情操、襟怀、气节、教养等为人的德性和

修养，自然也不会是个好伙伴，更不会是个好

干部。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否诚实的问题就

是政治问题。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或可原

谅，唯独不忠诚不老实的人，不可宽宥、不能

信任。只有严格要求，对他人特别是对组织始

终“拙诚”，才能树牢讲诚信、懂规矩、守纪

律的作风，形成襟怀坦白、言行一致的品德和

政德，让组织放心、让群众信服。

（一）诚实，做人之本，成事之根

人之无诚，不可为交。诚实是人类社会的

基本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

现代文明的基石和标志。做人只有实实在在、

老老实实，诚实无欺才能赢得他人尊重，才能

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才能行稳致远。相反，偷

奸耍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等不诚不实的人，

最终只能众叛亲离、黯然收场。不信不立，不

诚不行。诚实是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社会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

产。就个人而言，诚实是高尚的人格力量，是

一切道德的根基和本原，不仅反映着内在的精

神和价值，还能成为一种外在的声誉和资源。

“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

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

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在实际

工作和生活中，诚实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处

世之宝，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个

人修德达善的内在要求。缺失诚实，不仅会自

己欺骗自己，而且也必然欺骗别人，最终让我

们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既毁坏了健全的自

我，也破坏了人际关系，难以走得稳、走得

远。诚实胜过一切技巧。“真实与朴实是天才

的宝贵品质。”以诚对人者，人亦诚而应。世

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讲诚信的人，用大拙往往

能破大巧，用大诚往往破大伪。待人以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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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经常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经常对照初心使

命，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努力学习，扎实干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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