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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头万绪时，须既重视整体性和协同性，又善于抓

主要矛盾、抓关键问题，决不能平均用力、眉毛

胡子一把抓。要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工作中紧盯

关键环节，抓主要矛盾，以引领性、标志性、支

柱性的突破口为切入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

统一。工作中，要一分为二、客观公正地看待问

题，既要看表象又要看本质，既要看成绩又要看

问题，既要看优点又要看缺点，既要看机遇又要

看挑战，坚持矛盾分析法，分清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注重矛盾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

提升系统思维能力

任何事物都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

结构性、动态性、平衡性、开放性、时序性等

特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原

理，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具备系统思维能力。

提升系统思维能力，一要培养全局意识。事

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培养

全局意识，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既看到事物之

间的联系，又看到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

考虑问题不仅要考虑问题本身，还要考虑它对其

他方面的影响和相关因素，形成一个全局视角。

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自己的“份内”事，还要

了解其他“份外”事，了解本部门（单位）所处

的社会环境、时代要求、发展趋势。

二要掌握系统分析工具。通过学习使用系统

分析工具，例如因果图、系统图、流程图等，更

清晰地看到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问题

的解决。通过学习系统论、系统思维工程等相关

理论和方法，不断提升系统思维能力。

三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取大量信息。要养

成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思考问题、了解本质的

习惯。分层次地思考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整

体到局部，从内因到外因，把握问题的本质。思

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与获取信息的多少有关联，

因此，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方听取不同意见建

议从而提升系统思维能力。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

研究，与众人交流、听取不同意见，了解更多真

实情况，获取更加全面信息，从而帮助党员干部

拓展视野、科学决策。

提升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的核心是思维的创新，培养创新能力必

须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党员干部要把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

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一要敢于打破常规。要

敢于摒弃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破除因循

守旧、按部就班的思维定式，用“求异”的思维

去看待和思考事物，要有意识从常规思维的反方

向去思考问题，多关注事物的不同性与特殊性，

不拘泥于常规，以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考虑问题，

树立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创新理论。

二要强化问题意识。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向纵深推进，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会越多。

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以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为主攻方向，急群

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积极寻找问题的根源和症

结，不断开拓创新。

三要善于多维度思考问题。看问题不能就事

论事，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要善于多维度思考问

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学会用发散性的思维看

待和分析问题。发散性思维能够形成多维视角，

产生众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办法及建议，能提出

一些别出心裁、出乎意料的见解，使一些似乎无

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党员干部要学会用联想

的思维看待和分析问题，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通过联想，积极寻找事物之间的关

联，主动地、积极地、有意识地去思考它们之间

的联系，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提升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就是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

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

以史为鉴、知古鉴今，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提升历史思维能力，一要博学洽闻、汲取

养分。历史思维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

日积月累的过程。如果没有持之以恒、孜孜不倦

的钻研精神，就不可能有博学洽闻、笃定扎实的

历史积淀，就更不可能形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