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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际交往扭曲为利益输送的桥梁，将党和人民赋予

的信任和使命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直接导致政

令不通、阳奉阴违、党风败坏、腐败滋生。以

史为鉴，对于这些结党营私、徇私舞弊的“集

团”“山头”“团伙”理应严厉打压、绝不姑

息，方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

康。团队在于公义，团伙耽于私欲。欧阳修在

《朋党论》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

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团结是君子所为，出于志同道合的感召并肩而行

成为团队；结团是小人所为，本着一己私欲的追

求结党营私而成团伙。以利相交，必不长久。领

导干部要分清公私边界，保持好同心同德、清清

爽爽的同志情谊，从有利于工作和人民的角度出

发，不搞内耗，不搞人身依附、团团伙伙、拉帮

结派，抛开私心杂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建设一个团结、包容、廉洁、实干的团队，

同心同向发力攻坚，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

在经济社会发展大潮中所向披靡。

（三）融入人民群众的“朋友圈”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古往

今来，人心向背，是政权稳定最基本最主要的因

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

打成一片，这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领导干部

要主动与群众交朋友，主动融入人民群众的“生

活圈”“朋友圈”的大圈子，把人民群众当作最

大的靠山，就能避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

的侵扰。察民情，知“朋友”事。领导干部要与

群众成为真正的朋友，就得和群众以诚相待、坦

诚相见，进千家门、听千家言、知千家事，深入

基层一线，深入了解民意，广泛听取民声，知群

众之所想，道百姓之所需，以朋友的身份出现在

群众面前，站在群众的立场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以心换心地和人民群众交朋友，才能与群众

之间没有隔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重民生，

助“朋友”富。领导干部要与人民群众成为真正

的朋友，就不能在朋友贫困孱弱的时候，弃而远

之，也忌讳“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要积极探

索助民富民的新方法、新途径，提出解决问题的

新对策，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的思

想，激发困难群众的致富愿望，充分调动人民群

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帮助和支持困难群众发展

生产，千方百计增加其收入，让人民群众参与到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干群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共同走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解民

忧，暖“朋友”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领

导干部要与群众成为真正的朋友，就要做到群众

吃不好自己就食不甘味，群众住不好自己就夜不

能寐，做群众的知心人，真心急群众之所急、耐

心听群众之所求、用心解群众之所忧。全力以赴

地为群众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想方设

法兑现答应群众的事，决不能耍花架子、动嘴皮

子、做表面文章，要将群众的事情放在心里、抓

在手中、扛在肩上，把事关民生的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

（四）涵养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

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同自然

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

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政治

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

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山头主义”“圈子

文化”都是因为政治生态遭受污染形成的恶劣现

象，反过来，“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又加剧

了政治生态的破坏。净化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工

程，但重点是需要从根本上抓好关键少数，加

强监督检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猛药去疴、

正风反腐，让“山头主义”偃旗息鼓，让“圈

子文化”销声匿迹。用人导向是政治生态的晴

雨表，用好的导向引领好的政治生态。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

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

高级干部做起。”政治生态如何，关键在于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而“一把手”更是“关

键的关键”。只有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选优

配强各级班子“一把手”，才能以上率下、上行下

效，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要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好干部”的标准，精挑细选“一把

手”，突出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决不能让拉帮结

派、我行我素的所谓“能人”“强人”担任“一

把手”。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关注“一

把手”的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发现搞好人

主义、放任拉帮结派的及时调整，发现搞团团伙

伙、帮帮派派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没有

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没有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