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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自己和家人谋。这形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

括来说，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在

位一分钟，就必须有做好六十秒的信心和决心。时时

处处事事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有权必有责。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紧密相

连、有机统一，敢于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必然

要求。可以说，不愿担责任就不该当干部，不敢担责

任就不配当干部，不会担责任就不能当干部。面对复

杂矛盾，在大是大非面前，领导干部就要敢于坚持真

理，敢于拍板、下决心、作决策，不回避、不推诿、

不扯皮，不当问题“二传手”，主动靠前请命，勇挑

重担。权力姓“公”不姓“私”。领导干部手中的权

力是人民赋予的，在行使权力时，决不能有一丝一毫

的私用，决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以权谋私，决不能怕摊

事儿、怕麻烦，而是要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尽力为人民

办实事、办好事，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不求

“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古语云：“政去人声

后，民意闲谈中。”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最终人

民群众看得清楚，领导干部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

党为了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

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统一，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

业，恪尽职守、尽心尽力，讲奉献、有作为。多做一

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赢

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四）用真本事挑起真担当，用真担当赢得

真信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

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领导干部的担

当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而是一

个不断历练、逐步提高的过程。领导干部应当在敢于

担当中历练提高，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

史检验的政绩。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担当

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个党性问题。党性强，担当精神则

强；党性弱，担当精神就弱。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不

敢担当、不愿负责，说到底是缺乏崇高的理想追求，

私心太重，总是想着个人的得失，把个人利益放在党

和人民利益之上。要增强党的意识，多从党和国家前

途命运着想，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自觉践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多为人民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练就几把“刷子”。随着信息化时

代到来，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

况、新事物层出不穷，学习对于提高担当精神的重要

性更加凸显。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清醒认识自己的职

责，清醒认识履职能力方面的不足，加快知识更新、

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知识储备，打牢履职尽责能力的

素质基础。成功源于实干，祸患始于空谈。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领导干部要力戒空

谈，尽职尽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主动到解决改

革难题的一线去，到条件差、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

去，努力在担当实践中练本领、长才干，在完成急难

险重任务中经风雨，在改革攻坚克难中受历练，提升

处理复杂危机问题的能力。在实干苦干、担当尽责

中，不断收获人民群众的肯定、信任和赞许。

三十一、本领不换代，迟早被替代

本领指个人的客观能力，是能否把事情干成干

好的关键。当今时代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知识快速

更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

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

特别是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

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这就要求领导干

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如

果空有一腔担当的热血，却没有干事创业的“两把刷

子”，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担当”就成了粉饰

面孔，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说到底就是假担

当、虚担当，不仅成不了事，甚至还会坏事。

（一）一招鲜不能吃遍天
领导工作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复杂劳动，是创

造性极强的工作，既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也需要

加快知识更新，这是对干部履职尽责的必然要求。一

劳永逸的时代永不存在。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认识不

到位，行动就不自觉。小到一个地方，大到一个国

家，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对地方的经济

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是至关重要的。在高质量发展大

局中，新技术新知识更新换代快，领导干部如果抱残

守缺，不紧跟时代潮流，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

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

党和人民的事业。只有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

不断提高知识层次、知识结构，不断提升领导现代化

建设能力水平，才能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跟上时代才能引领潮流。

根据知识折旧定律，一年不学习，一个人所拥有的全

部知识就会折旧80%。我们正身处一个知识爆炸的时

代，如果对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一无所知，只能手足

无措，到头来两手空空。只有在以前积累的基础上，

跟上时代潮流，把握发展脉搏，学习掌握最前沿的知

识动态，让自己逐渐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才能不说

外行话、不办外行事，才能在纷杂的信息大潮中不被

迷惑、不被忽悠，才能树立威信、科学决策。

（二）只有新能力才能适应新常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意

味着要重新调整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式，要补短板、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