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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写给年轻干部的三十六条建议（十三）

三十六、千条万条戒律，也抵不上自律

戒律是一种依靠外部力量形成的他律，自

律则是一个人自警、自省和自我约束、自我完

善的能力，是一种依靠内部力量形成的自觉约

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是他律，德是自

律，需要二者并用。”他律与自律，二者不可或

缺，要在戒律下学会自律，但自律又远胜戒律。

纵观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一些领导干部

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堕落，无不是丢了规矩、忘

了戒律所致，放松自我、放松自律所致。事实充

分证明，领导干部越是严于律己，就越不怕戒律

繁多，就越敢接受监督，最终才能行得端、走得

正、站得稳。

（一）自律者出众，自觉者优秀
美国作家斯科特·派克在《少有人走的路》

中写道：“自律是我们解决人生问题的基本工

具。没有自律，我们什么都解决不了。”自律的

人，坚守原则和底线，不放纵自己、不随波逐

流，善于慎独慎微，勤于自警自省，从而开启

智慧、端正品行，不断成长和成熟。自觉的人，

会发自内心地主动作为、积极有为，无须外界施

压。人一旦进入自觉自律的境界，就会很享受做

事的过程，再也不会患得患失。但凡优秀之人，

都是坚持自律，最终把自律变成自觉习惯的人。

自律胜过他律。自律是高线，纪律是中线，法律

是底线，纪律和法律属于他律范围，自律和他律

共同组成了“约束的笼子”，不追求高线就很难

守住底线。他律是外因，自律是内因，而内因才

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决定力量，自律比他律更重

要。自律需要更高的思想境界。领导干部只有始

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心存敬畏、手

握戒尺，严守工作、生活各方面的纪律，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自觉按纪律要求办事，才能自觉

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

力，让自律的种子在心中扎根。自律是优秀者的

习惯。一个人不管多么优秀，如果不自律，发展

就会停滞不前。在一时、一处、一事上自律不

难，难的是时时处处事事都自律。如果把遵规守

矩养成一种习惯，融入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必然

能在高效的自我监督中超越自我。领导干部只有

把自律当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成为一种工作

习惯和生活常态，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面对

任何事情，都保持一颗从严自律、坚持自律的平

常心，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有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所强调道

德修养的自我约束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自律的

能力并非必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领导干部

要明确划出“高线”和“底线”，坚持以廉修

德、以学修德、以诚修德、以俭修德，慎权慎

友、慎独慎微，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在无人

监督的情况下坚持原则、恪守道德，洁身自好、

干净做事，必然能游刃有余，做任何事情都不逾

规矩。

（二）自制者自由，安分者安生
人人向往自由，但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

为，无所限制的自由必然是扭曲的。明太祖朱元

璋某日问诸臣：“天下谁人最快活？”大臣万钢

答道：“畏法度者最快活。”凡是自由的人必是

心存敬畏的人，心存敬畏的人往往是严格自律的

人。俗话说：“没有框的玻璃容易碎。”领导干

部如果把自由视为不受限制、没有约束，就会成

为断线的风筝、脱缰的野马，不但自己可能堕入

深渊，还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

失。唯有自律，才能把自己引入最自由的天地，

也才能真正让自己的成长发展之路、履职尽责之

路、干事创业之路一帆风顺。自律者最自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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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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