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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群众最愿意看到的。

（二）不把任性错当“个性”
时下，“有钱就是任性”“有权就是任性”

等一些词语蹿红于网络、活跃在媒体、调侃在

坊间。不少领导干部错误地将“任性”与“个

性”画上等号，把拍脑袋作决定的任性当作敢于

决策的个性，把拍桌子发飙的任性当作勇于碰

硬的个性，把拍胸脯表态的任性当作为民服务的

个性。其实这些以“个性”自居的领导干部，个

性张扬的背后都是政治素养、个人修养、法治意

识、为民情怀缺失的任性妄为，损害的是国家利

益，阻碍的是地方发展，伤害的是群众感情。将

“任性”关进法制的笼子。《菜根谭》讲，“畏

小民则无豪横”。从个性到任性，固然是私欲的

膨胀，更是权力失去监督和控制之后无法无天的

狂悖。领导干部可以有个性，但有个性不可纵个

性，存个性不可依个性，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

律法规之上，否则任性用权，就会栽跟头，甚至

身陷囹圄。要按照“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

不可为”的准则，以上率下，多做善做群众受

益、群众满意的实事好事。在以制度的笼子关住

权力猛虎的同时，以党性和修身养性管住内心的

任性，内外兼修，保身利国。让“任性”戴上规

矩的镣铐。有哲人说过：“负责任的自由，就是

戴着镣铐的舞蹈。”任何领导干部，资历再深、

贡献再大，可以有个性，但不能任性，都应当谦

虚谨慎、严格自律，而不能把权力、能力等当成

亵渎法纪、越轨违规的底气和资本。领导干部用

权不能任性、说话不能任性、做事不能任性、守

纪不能任性，都应按规矩制度用权，按党纪国法

办事，只要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符合规则、符

合制度、问心无愧，就要担当起来、坚持下去。

（三）以党性引领个性
毛泽东曾经指出，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

就是特殊性。“任何一项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

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

统一的。”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党性与

个性的辩证关系。一些领导干部跟着感觉走，

由着性子来，作风霸道，行事随意，总以“个性

太强”来粉饰装裱，甚至当作“光荣的缺点”

到处炫耀，但这些问题跟个性强弱毫无关系，很

大程度上是由党性缺失所造成的。因此，个性是

把双刃剑，只有在党性的正确引领和培塑下，才

会得到健康发展，成为领导干部成就事业的基

石；相反，一味放纵个性就会发展为任性，使领

导干部丧失党性原则。把理性置于个性之前。领

导干部拥有领导权、决策权、管理权，个性一旦

张扬，就会直接影响到依法领导、依法决策、依

法管理。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讲理性，把学习掌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始终

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鉴别力，

坚持勤以修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崇尚社会主义道德，知荣明耻、躬身修德，自觉

做到服从真理、服从科学、服从法律，不偏离客

观规律和法治要求，赋予个性更实在、更广泛的

内容，使之更贴近群众、富于人情、体现科学，

让理性始终跑在个性的前面。让个性融入党性之

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

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离开党性的个

性就像无本之木，是经不起风浪和考验的。在价

值追求多元、崇尚个性张扬的当今社会，领导干

部更要加强党性锻炼，发挥个性特长，自觉用党

性管住个性、塑造个性、升华个性，使二者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领导干部无论资历深浅、贡献

大小、职务高低，第一职责是为党和人民工作，

都必须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在党言党、在党忧

党、在党为党，把增强党性观念、加强党性修养

作为必修课，把明大德、严品德、守官德作为自

己的个性，把心思和精力真正放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上来。

（四）把任性修炼成韧性
“任性”与“韧性”，两个词一字之差，

却天壤之别，从一定程度上讲，二者甚至是一种

对立关系。任性的人奋斗目标不明确，凭臆想做

事，或朝三暮四、或反复无常、或见异思迁。过

于任性的领导干部做事都不会有韧性，而有韧性

的领导干部，他们在事业上或个人发展上，大都

注重科学选择、科学决策、科学实践，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最终必能取得理想成效。一时任

性千古恨。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纷纷落马，

皆因各种“任性”，有的滥用职权，有的贪污受

贿，有的徇私枉法。“有权不可任性。”领导

干部手握重权，任性妄为只会滥用权力，而用权

不正，则会损民危党害国。“有权不可任性”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