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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论坛

员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把思想统一到省委“清廉云南”建设尤其是“十大行动”要求上

来，强化对党内制度和规矩的学习，弥补思想认识上的不足，清除行动作为上的污垢。学习先进

典型，以反面案例为镜鉴，把“写在纸上的教训”变为“立在面前的镜子”，全面查找廉洁风险

点，筑牢防线、坚守底线，做到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

以“干”为要，擦亮清廉底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题教育中提出的“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把人民群众

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要求，落脚点都在“干”字上。君

子责己，小人责人。党员干部绝不能因怕出错而不做、怕挫折而不前、怕困难而不上，“乐于清

闲”的懒人思想、“甘于平庸”的自满状态，只会导致思想滑坡、纪律松懈。党员干部要牢固树

立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理念，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亮剑、面对急难险重任务

敢挺身，遇到矛盾纠纷不回避、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克难的奋斗

者，在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务实重干的干事创业中打好人生的底色。

以“严”为尺，铸就清廉本色。清正在德，廉洁在志。要调整行为之舵，涵养清廉本色。

须以“三省吾身”的态度，善于从“关键小事”“细枝末节”中发现和防范风险隐患，涵养“不

畏人知畏己知”的品德和境界。坚持自我警示、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让约束监督从外而内地转

化。弘扬崇廉拒腐风尚，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做到公正

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决防范被“围猎”。自觉净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

圈，培养优良的生活作风，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

新型政商关系，以稳得住心、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为保障，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实现自身

价值。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要养成俭朴

之风，把生活作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

养成俭朴之风，要提高思想认识。尚俭戒奢，朴素节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

共产党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的优良传统。党员干部的生活情趣并非小事，吃喝玩乐、精神空

虚、铺张浪费、私欲膨胀，甚至一些看似日常的“爱好”，如果对其危害性缺乏警惕，任其发展，

则可能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足以

看出他们身上的俭朴之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克勤克俭的优良作风，将勤俭节约

永远铭记在心，增强勤俭节约的政治自觉。

养成俭朴之风，要摒弃攀比陋习。“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

干部不是比正气、比能力、比政绩，而是或明或暗比排场、比车子、比房子、比享乐、比消费等。

最终比错了人、比错了事，心理失衡、误入歧途。从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看，都是从贪图

享乐、追求奢靡开始，先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逐步腐化蜕变，演化成变质变色

变味。党员干部要摒弃攀比风、享乐风，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自觉养成俭朴之风，以俭

修身、以俭兴业，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

养成俭朴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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