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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态。在政治生态系统中，“人人是环境，个个

是生态”。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讲原则、讲规

矩，能够有效防止和遏制山头主义，形成风清气

正、政通人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领导

干部要认真过好党内政治生活，让其发挥“大熔

炉”的功能，才能“百炼成钢”、不惧腐化。要

克服党内政治生活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

俗化，在政治生活中提升党性，从己做起，大力

培育有话当面说、有话摆到桌面说的好风气，做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不推诿扯皮，不贪功诿

过，不搞无原则的纠纷，从而达到“团结—批

评—团结”的目的，最终实现自我净化，不断超

越，让政治生态浊雾消散，民风社风月朗风清。

三十五、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集中体

现为干部身上的官气

形式主义，指的是一种只看事物的表象而

不加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官僚主

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欺软怕硬、做官当

老爷、官官相护、贪污腐败的领导作风。无论是

形式主义还是官僚主义，都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

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与新时代好干部“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的标准背道而驰，是党和人民

的大敌，是一种必须坚决革除的不良官气。我们

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

任务”，“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动向新表

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领导干部必须

摆正自己的位置，祛除“官老爷”的派头，消

除“衙门”的作风，以“接地气”祛除“官僚

气”，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官气不除，民气难聚
毛泽东曾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

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

低级的趣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官气，往

往与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的民气相抵触，必须坚

决防止和摒弃。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总喜欢高

高在上，说官话、摆官谱，高看自己，把自己当

“老爷”，盛气凌人、装腔作势，把“官场”当

“秀场”，一言一行摆架子，一举一动讲排场，

颐指气使，呼来喝去，作威作福。殊不知，在耍

足了官威、过足了官瘾之中却失了“民气”、丢

了民心。领导干部的本色是社会普通一员、本质

是公仆。习近平总书记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

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

念：要为人民做实事！”“参天之木，必有其

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党的性质决定领导

干部任何情况下都要站稳党和人民的立场，始终

牢记我们“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切不可

忘记党的宗旨，切不可脱离人民。只要牢固树立

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民本论”思想，时时想

着人民、事事为着群众，知民情、懂民意、惜民

力、解民难，保持和维护好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自然也就能荡涤官气、汇聚民心。走出官

本、坚守民本，才能不忘根本。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大道至理，历来如此。以官为本、以官为

贵、以官为准的“官本位”是封建主义的残余，

理应早已被时代所摒弃，更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以

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相背离的。领导干部坚

守民本，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绝不以权谋私、绝不脱离群

众、绝不与民争利，做到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

民之责、善谋为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使以民

为本、执政为民深深扎根在思想中，全面落实在

行动上。

（二）要有“官样子”，不要“官架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

称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官样子”做得

好不好，有没有“官架子”。所谓“官样子”就

是好形象。现实中，有不少领导干部“官样子”

不怎么样，“官架子”倒不小，官气十足、独

断专行、言行庸俗、平庸无能，甚至当“两面

人”“两面派”，与习近平总书记给“昏官、懒

官、庸官、贪官”画的像并无二样。为上能自

爱，群属必畏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样

子’是好的形象，是群众欢迎的形象，不是外

表，而是指干部的德才和实绩。”领导的官样，

就如一个单位的“品牌”，可以激发并形成一定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弘扬清风正气，发挥榜样的

作用。一个地方干部队伍的整体样子，就是一个

地方的“发展软环境”，对社会风气形成乃至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