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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文

掉了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

“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

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今年2月，我们

召开清廉云南建设暨全省正风肃纪警示教育大

会，播放了警示专题片《警钟为你而鸣》，那些

“片中人”之所以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究其根

源，都是动摇或丧失了理想信念。政治上不坚

定、无规矩、无底线，必然走向反面。当然，我

们在看到这些极少数腐败分子的同时，更要看到

云南有很多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像

张桂梅老师，她在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

时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

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这就是理想信念

的力量。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的事，每一名

党员干部都要作为终身课题，做到常修常炼、常

悟常进，始终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

第二，要对党绝对忠诚。这是党员干部第

一位的政治品质。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对党忠

诚，在革命年代，就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冲

锋陷阵、舍生忘死。在新时代也有明确的标准，

就看能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能不能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能不能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能不能坚持党和人

民事业高于一切，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

安排；能不能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等等。我们要自觉对照这些标准，增强党的

意识、党员意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第三，要严守纪律规矩。纪律规矩严明，

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性强不强，

最直观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严格遵守党章党规

党纪。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有这样几条底线，必

须守住。一是纪律的底线。党的“六大纪律”，

条条都是铁规矩，绝不能触犯。二是用权的底

线。要认识到权力是把双刃剑，时刻保持敬畏，

始终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

用权。三是程序的底线，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凡是重大

问题、重要事项、重要工作进展情况，必须按规

定及时请示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先斩后奏。

第四，要保持清正廉洁。这方面从现实情

况看，确有响鼓重槌的必要。2022年，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1.8万余件案件，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1.7万余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的厅

级干部97人。在今年年初召开的省纪委全会和全

省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分析了反腐败斗争的严

峻形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希同志听了云南

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汇报指出，云南党风廉政建设

和纪检监察工作有特色、效果好，肯定了我们反

腐、发展、惠民互促共进的“云南现象”。同时

也强调，白恩培、秦光荣等流毒余毒在云南影响

不小，既有存量，同时也有存量基础上的增量。

我们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

革命永远在路上，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

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做到自身清、身边清、家

人清。

三、认真落实“重实践”的要求，

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

实践的深度。学思想，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

归做，必须用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如何见诸

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就是“五个善

于运用”，一是善于运用这一思想观察时代、把

握时代、引领时代；二是善于运用这一思想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三是善于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