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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着力解 决“五个正确对待" 

文磊 邓盛林 顾延韬 

(1，3．青海省军区政治部，青海 西宁 810000； 

2．兰州军区房管局西宁办事处，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增强党性修养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在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要 自觉加强党性锻炼，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用党内法规制度规范言行， 

锻造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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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向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推进，这是能否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取信于民，最终 

取得实效的重要阶段。坚持思想认识不降格、组织 

领导不松劲、参与热情不衰退，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 

动的特点规律和上级的指示要求，统筹工学矛盾，加 

强科学督导，坚持跟踪问效，确保教育实践活动有 

力、有序、有效。要做到这一点，笔者感到，当前要着 

力解决“五个正确对待”。 

第一，要正确对待政绩。政绩是领导干部行使 

权力，在任期内履职尽责所取得的绩效。出政绩是 

对领导干部起码的要求，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称 

职与否的基本标准。领导干部首要的是要树立与之 

相适应的政绩观。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很重要的是要端正“三个 

导向”、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端正价值导向，解决 

好“心往哪里想”的问题。正确的政绩观，是由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解决政绩观问 

题，必须从改造主观世界人手。要坚持用党的理论 

武装头脑 ，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强化宗旨意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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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把谋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最大的政绩，把求真务实作为创 

造政绩的根本原则和基本途径。二是端正工作导 

向，解决好“劲往哪里使”的问题。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既要从价值观念上正本清源，又要在工作指导上 

把好方向。实践证明，领导干部的工作关注点、着力 

点不正确，就难以作出真正的政绩。三是端正用人 

导向，解决好“工作靠谁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 

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 

此，有计划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 

务。”“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 

用干部两件事。”古人也讲：“用得正人，为善者皆 

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这说明，用什么样的 

人，对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具有重要的导向 

作用。只有真正把那些素质过硬、政绩突出的干部 

用起来，才能在干部队伍中形成靠素质立身、凭实绩 

进步的正确导向。 

第二，要正确对待名利。所谓名利，是指个人的 

名位和利益。大量事实说明，能不能过好名利关，是 



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思想觉悟、精神境界和道德水 

平的基本标志。名利、得失是人们经常面对的一个 

普遍问题。对名利问题一点不想不现实，关键是要 

以积极的心态去对待，以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 

境界去认识。但现在有的同志把名利看得过重，患 

得患失，斤斤计较，追名逐利；有的一事当前，先替个 

人打算，工作上分心走神；有的“官本位”思想严重， 

把做官当作人生的最大 目标，热衷于跑官要官；有的 

把当官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无视党纪国法，搞权钱 

交易，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尤其是个别领导 

干部抱着“职务上得不到、物质上捞一把”的心理， 

不择手段地攫取钱财，以至晚节不保；还有的领导干 

部热衷于上工程，企图从中捞取好处。 

正确对待名利，一是要有远大的目标。我们共 

产党人的名利观，是建立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基础之上的。只有树立这 

一 远大目标，才能不为眼前的名利所动。一些干部 

之所以过分看重名利、计较得失，说到底还是理想信 

念发生了动摇，对党的事业失去了信心。所以，解决 

好名利问题，还是要从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目标 

入手，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正确处理个人 

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自觉把党和人民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廉洁自律、艰苦奋斗的良好形象。二是要有 

辩证的思维。就是要学会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 

观点看待名利问题。就职务问题来说，首先，要看到 

职务是进步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做官是暂时 

的，事业是永恒的。雷锋仅仅是一个普通战士，却在 

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这就告诉我 

们，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其 

次，要看到一个人职务的晋升，是由许多主客观条件 

决定的。职务编制是个金字塔型结构，能够到达很 

高职位的总是少数。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坚持以客观、积极、平常的心态对待个人的进退 

去留，始终做到正确看待自己、正确看待同志、正确 

看待组织、正确对待进步。这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应 

当具备的基本觉悟和胸怀。三是要学会正确的比 

较。在对待名利问题上，有的同志之所以想法很多， 

与比较方法不正确有很大关系。在职务上，总是与 

进步快的同志比；在物质待遇上，总是与地方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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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与发达地区的干部比。这样 比，越比越感到吃 

亏，越比心里越不平衡，越比牢骚越多，越比越没干 

劲。我们要看到，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绝对平均 

是没有的，人与人之间在地位、待遇等方面的差别总 

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别。用正确方法 

进行比较，就是要找准看待名利得失的“参照系”， 

自觉与革命先烈比得失，与基层干部群众比名位，与 

艰苦地区的群众比待遇。这样，才能调整好 自己的 

心态，自觉做到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第三，要正确对待权力。权力是一把 “双刃 

剑”，既能为民谋利、使人高尚，也能为己谋利、使人 

堕落。正因为如此，许多哲人把权力、金钱、美色比 

喻为人生的“三大陷阱”。面临“三大陷阱”，如果没 

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就容易滥用职权，最终结局 

只能是身败名裂。现在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很多 

都是在权力运用上出了毛病，以至在满足私欲的同 

时，也毁掉了自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尽 

管有不少干部中箭落马，但仍有不少人以身试法、重 

蹈覆辙，个别部门甚至到了“前腐后继”的程度。所 

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能否正确看待和使用手中权 

力，是事关党的事业成败和个人荣辱的大节，也是衡 

量一个干部官德修养的试金石。 

解决好正确用权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牢固树立 

正确的权力观，切实认清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 

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以权谋私，更不允许搞权钱交 

易、权色交易。特别是要注意克服以下四种心理：一 

个是私权心理，就是认为权力是领导给的，是 自己辛 

辛苦苦干出来的，就应当为己所用。另一个是当官 

发财心理，认为“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有实 

权就有实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再一个是补 

偿心理，要么认为自己收入与贡献不相符，利用职权 

捞点好处“合情合理”；要么认为过去生活太苦，现 

在有了权要把“损失”补回来。还有一个是侥幸心 

理，认为以权谋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不说、 

我不说，谁都不知道。这些心理，是党性不纯、权力 

观扭曲的表现，也是一些干部犯错误的心理诱因。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守住做人当官的道德底线和法 

律底线，自觉做到不弄权、不揽权、不越权。所谓不 

弄权，就是不玩弄权术，清清白白、坦坦荡荡地行使 

权力。俗话说，玩火者必 自焚。玩弄权术，耍小聪 



明，可能一时得逞，但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终究 

会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因为 自欺、欺人、被人欺， 

这三者是因果关系。所谓不揽权，就是要按照职级 

分工，是谁的职责，就由谁行使相应的权力，行使什 

么样的权力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尤其是在人权、 

财权上，不要乱插手，更不能大权独揽，一定要坚持 

集体把关，慎重决策，防止少数人说了算。所谓不越 

权，就是要坚持层次领导，一级对一级负责，是哪一 

级的权力就由哪一级去行使，哪一级的责任由哪一 

级来负。 

第四，要正确对待交往。马克思讲，“人是社会 

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上，总要与他人打交 

道，形成一定的交际圈。但交往也有两面性，不同的 

交往，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尤其是领导干部接 

触面宽，求你的人多，被拉拢腐蚀的危险性也大。因 

此，领导干部怎样对待人际交往，不只是个人的生活 

小节问题，而是关系个人命运的大问题。 

正确对待交往，关键是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个 

是与什么人交往的问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说明，朋友之间是互相 

影响的，交什么样的朋友，就会有什么样的爱好追 

求，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 

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所以，曾国藩说 ：“一生之 

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领导干部 

与人交往，首先要确立正确的择友标准，净化自己的 

交际圈。孔夫子说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意思就是说，与正直 

忠厚、学识渊博的良师益友交往，大有裨益；而与阿 

谀奉承、奸佞邪恶之人过从甚密，则有害无益。现在 

一 些领导干部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往往对交往 

对象不加选择。有的热衷于搞“小圈子”，整天在亲 

戚圈、同乡圈、同学圈、故旧圈中打转转；有的喜欢 

“傍大款”，经常与一些生意人、有钱人交往。尤其 

是与后一种人交往多了，久而久之，就会同流合污， 

滑人泥潭。与人交往，不能把钱、权、利、色等因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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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其中，一定要坚持原则，把握分寸。即使是正常朋 

友交往，也要摒除私心杂念，更不能去为朋友做违法 

乱纪的事。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互 

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不能相互吹吹拍拍，请 

吃请喝，更不能犯 自由主义，说不该说的话，干不该 

干的事，护不该护的丑。 

第五，要正确对待工作。工作是维系人类命运 

的根本，也是一个人幸福生活的保护神。曾任德意 

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去世前，当被问 

及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生活的准则时，他说：“这条 

准则可以用一个词表达：工作。工作是生活的第一 

要义；不工作，生命就会变得空虚，就会变得毫无意 

义，也不会有乐趣。没有人游手好闲却能感受到真 

正的快乐。”英国哲学家密尔也认为，集 中精力、全 

力以赴的工作是生活中“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启示我们，要把践行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放在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完成好肩负的使 

命任务上。 

分析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最重要的 

一 条就是一些干部的革命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不够 

强。突出表现在：有的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得荣 

誉、不想担责任，工作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甚至玩忽 

职守，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工作不勤奋、不刻苦、 

不用心，嘴懒，该表扬的不表扬，该批评的不批评；手 

懒，该动手的不动手；腿懒，该下去的不下去；脑懒，该 

思考的不思考。有的精神萎靡不振，工作应付凑合、 

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在其位不谋其 

政、谋其政不尽其力。我国自古就有任重道远、责重 

于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大禹治水“三过家门 

而不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恪尽职 

守的典范。利居众后，责在人先，是仁人志士薪火传 

承的思想标杆，是华夏子孙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尤 

其是在当前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复杂程度越来越 

高的情况下，强调责任感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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