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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论坛

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领导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应胸怀“国之大者”，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大势、明大局、谋大事，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

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重“当前”不重“长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些领导干部眼界不宽、境界不高、思路不

对，只顾当前不看长远，有的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热衷于干“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政绩工

程，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污染企业、上马淘汰项目，没有造福一

方百姓，反而污染青山绿水；有的甚至违背客观规律，拔苗助长、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做出“吃祖

宗饭、断子孙路”的傻事。领导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应既重当前，又重长远，把近期、中期、远期目

标统筹起来谋划，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多为前任补漏洞，多为后任作铺垫，多做重基层、打

基础的工作，多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重“点上”不重“面上”。典型引路法是树立标杆、以点带面推动工作的有效方法。但实际工作

中，一些领导干部重“点上”不重“面上”，把“抓点带面”搞成“抓点代面”，集中人力物力打造

“盆景工程”。领导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应点面结合，抓点不忘面，以点促全面，做到点上出经验、

面上有成效。

重“形式”不重“内容”。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重形式不重内容，有的热衷于搞“形象工

程”，喜欢作表面文章、追求形式上的轰动效应；有的喜欢搞“展板工程”，工作没亮点，展板来掩

饰。领导干部坚持系统观念，应考虑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在破解难题、真抓实干中推动各项工作

高质量发展。

用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工作，要跳出地方和部门“一亩三分地”的局限，把国际、国内、省内与

各地发展形势结合起来思考，把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贯通起来审视，把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统

筹起来谋划，定好调、布好局，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

正确把握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加强全局性谋划。“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

全局发展快了，更强大了，对局部的支持才会更多更有力，才能带动各个局部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

发展。用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工作，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其作为谋划推动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自觉从大局出发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全国

大局中进行思考和定位，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走出一条符合云南实际、能够充分发挥云南优势

的发展道路。

正确把握长远目标和当前现状的关系，加强前瞻性思考。“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统筹

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才能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既在战略上布好局，又在关键处落好

子。加强前瞻性思考，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既考虑突破眼前困难的需要，又考虑更长时

期发展的要求，切实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云南各级党员干部要锤炼前瞻

性思考的眼光和能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聚焦全省

实施“3815”战略发展目标，紧盯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长远目标，超前预见、

超前谋划，拿出更多有针对性、具有实效性的思路举措，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　

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加强整体性推进。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紧密相连。用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工作，要加强整体性推进，从整体推进的全局性高度来谋

划重点突破，让重点突破服从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

进、顾此失彼。

在新发展阶段，用系统观念谋划推进工作，要立足云南实际，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协调整

体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

从整体出发，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抓住重点领域中的重要方面集中发力加以解决，以重点突破带动

整体推进，奋力赶超。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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