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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苑漫笔

许多人都知道“凿壁偷光”的故事，
其主人公就是西汉经学家匡衡。匡衡
苦学，最终也学有所成，成为经学大
师。公元前 48 年，汉元帝刘奭即位。
匡衡被提拔为光禄大夫，继而出任丞
相。但他很快就犯了错误，按职位他应
得封地 31万亩，但因为土地丈量有误，
给他多圈了 4 万多亩。最初匡衡未必
知情，但下属向他报告此事后，他却企
图将错就错，不愿吐出这块到口的肥
肉。后来，有人向汉元帝举报了此事，
汉元帝震怒，将匡衡撤职查办，爵位和
封地都被剥夺，贬为庶民。

这就是匡衡的人生“怪圈”：因为贫
穷而奋发，因奋发而有名有位，因有名有
位而忘形，因忘形而身败名裂。从位极
人臣到平民布衣，匡衡这种过山车式的

人生轨迹，在令人唏嘘的同时，更令人警
醒：为官应以此为鉴。

应常修忠诚之德。匡衡多占封地
之事之所以为汉元帝所不容，其根本
性质在于“事君不忠”。忠诚作为我国
传统文化所推崇的道德品质，是为官
应有的人品修养。今之领导干部也应
时刻把对组织忠诚作为政治底色来保
持、作为第一操守来修炼，努力做老实
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决不搞“两
面派”、不做“两面人”。只有胸怀坦
荡、光明磊落，才能不为贪欲所侵，保
持高风亮节。

应常怀敬畏之心。匡衡在下属向
他报告土地丈量有误的情况下，不是
积极主动地去纠正错误，而是将错就
错，这完全是置国法于不顾。古人云：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
欲而及于祸。”人一旦丧失敬畏之心，
就会变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对于
领导干部而言，常怀敬畏之心，常怀戒

惧之念，是为官从政的底线，领导干部
必须坚守做人为官的基本准则，敬畏
法纪、敬畏组织、敬畏群众，明辨是非
善恶，强化自我约束，当行则行，当止
则止。

应常思贪欲之害。匡衡之所以陷入
人生“怪圈”，主要还在于他贪欲过盛、欲
壑难填。“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
不遏则滔天。”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掌
握着一定的权力，如果忽视了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忘记了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势必贪念萌生，走向腐败，最
终可能被“贪火”所焚，为“欲水”所溺。
鉴于此，领导干部务必时时警醒自己，处
处检视自己，事事约束自己，常思贪欲之
害，常戒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不以
“不为人知”而放纵自己，不以“小节无
碍”而宽容自己，不以“下不为例”而开脱
自己，真正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
眩于五色之惑，在淡泊名利中提升为官
境界。

警惕匡衡那样的人生“过山车”
■刘建明

一件事情能不能办理、一个问题

能不能解决，有时说起来很简单，然

而做起来可能就不那么简单。这未必

是事情和问题本身有多难，而往往是

人为因素，在推来推去、扯来扯去中

增加了办理、解决难度。

某部一位基层干部家属随军未

就业补助被漏发，为此，这位干部

先到财务部门反映，被告之先找人

力资源部门拿相关文件；于是他再

到人力资源部门要文件，可被告之

文件已交保密室；他又到保密室沟

通，被告之红头文件不能外借，除

非有相关领导签字。岂料，签字又

遇到了麻烦，参谋部领导说，文件

是政治工作机关发的，他不好签

字；而政治工作机关领导说，文件

是参谋部管的，他也不好签字。就

这样，多日下来，这事就是办不

成。最后这位干部只好找到单位主

官，事情才有了结果。

按说，像补助发放这样的事儿，

规定很清楚、责任很明确，哪些人可

以享受，由人力资源部门行文、财务

部门发放即可。对于遇到漏发的情

况，早就应该核实和纠正。如果是人

力资源部门行文时造成遗漏，那就应

该进行更正；如果是财务部门在发放

中出现疏漏，那就应该予以补发，由

相关部门弥补工作过失。可这么简单

的问题，却因为部门之间“踢皮球”

“打太极”，不断为难当事人，把事情

搞得很复杂。

现实中，类似这种“踢皮球”

“打太极”的现象并不少见。除了存

在于横向的各部门之间，还发生在纵

向的上下级之间。比如，对于工作中

把握不准的事情、拿捏不好的问题，

上下级机关在协调沟通过程中，谁都

不拿意见不答复。遇到这种情况，倘

若问下级机关，他会说上级有正式答

复意见反馈后才能明确；若找上级机

关，会说我们拿不准，得报相关领导

才能答复。倘若事情是横向与纵向交

错在一起，上下左右多方扯皮，问题

就更加复杂化了。

机关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基

层搞好服务。出现这种“踢皮球”

“打太极”的现象，显然与职能背道

而驰。有的机关部门的干部，做事

情、想问题只考虑自身方便，对于

事关基层建设的事项和涉及官兵切

身利益的问题，本着“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态度，不积极、不主

动、不热心，推诿扯皮、不负责

任。如此无视基层呼声、漠视官兵

需求，说到底就是不担当、不作为

的官僚主义的表现。

军委纪委制定印发的《纠正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针对官

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8个方面

列摆了52种具体表现，其中就包括

“互相推诿、敷衍应付、久拖不办”

等问题。既然指出了问题，要求纠治

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就应对号入座、

自查自纠，找出问题赶紧改，有多少

改多少，不能文件学过了就束之高

阁，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要对照

要求切实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梳理，采

取措施加强纠治，让官兵看到成效。

同时，纪检监察部门也应加大查纠问

责力度，发现问题决不姑息，要求制

定措施纠治。这样，类似“踢皮球”

“打太极”的官僚主义现象才能真正

减少。

不作为就是官僚主义
■米 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春季学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
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
是否对党忠诚”“忠诚和信仰是具体的、
实践的”。深入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准确把握对党忠诚的基本内涵、
衡量标准和实践要求，对党员干部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对党忠诚的基本内涵

揭示忠诚的内涵特征，是理解和把
握忠诚的基础和前提。

忠诚是一种关系概念，主要是对所
指对象的尽心尽力。这里的忠诚对象，
主要是指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对
党员干部来讲，首要的是对党忠诚，做
到“两个维护”。

忠诚又是一种过程概念，主要是对
党、国家、人民及其事业始终如一、矢志
不渝、坚定不移的忠诚，不管风吹浪打，
无论坎坷艰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站得稳、靠得住，始终不变。今天忠诚，
明天不忠诚了，那不是真正的忠诚。忠
诚，必须做到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坚定
不移。

忠诚还是一种价值概念，就是党员
干部对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在思
想、政治、工作、学习、生活等各种情景
中，都自觉做到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坚
定不移地服从、维护、执行，特别是在遇
到艰难险阻和重大考验时，能作出牺
牲，将个人价值融入集体的价值之中。

总之，忠诚的主体是全体共产党
员；忠诚的对象是党、国家和人民及其
事业；忠诚的方式，是拥戴、服从、维
护、执行、捍卫、牺牲；忠诚的性质，是
发自内心、自觉主动、诚恳实在、始终
如一；忠诚的维度，是思想上的、政治
上的、组织上的、事业上的以及各种情
境下的忠诚。

对党忠诚的衡量标准

一是言行上是否一致。言行不一，
表里不一，言而无信，言而不实，阳奉阴
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公共场合一套私
下另搞一套，人前说假话、人后说鬼话，
属于不忠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守信
践诺，从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的高
度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做实事，是忠
诚。它反对“两面人”，强调人格统一。

二是信念上对党、国家和人民及其
事业是否忠诚。党员干部能从感性、理
性上，尤其是在信念上高度认同党、国
家和人民及其事业，自觉为党、国家和
人民及其事业发展而竭尽心力，是忠
诚；如果从感性、理性以及信念上对党
和国家及其事业不认同，抵制、诋毁党、
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对党的奋斗目标
持怀疑态度，是不忠诚。忠诚就要对党
的宏伟事业充满信心。

三是时间上对党、国家、人民及其事
业的忠诚是否持久。此时忠诚彼时不忠
诚，所表现的忠诚是一时的，属于不忠
诚；不管任何时候，不管是今天还是明
天，对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表现出始
终如一、坚定不移的忠诚并付出努力，才
是真正的忠诚。忠诚不容三心二意。

四是范围上对党、国家、人民及其
事业的忠诚是否全面。忠诚是全方位
的，既包括思想、政治、情感、工作等各
种情境中的忠诚，也包括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的忠诚；
全方位的忠诚才是真正的忠诚，只有某
方面的所谓忠诚而其他方面不忠诚，不
是真正的忠诚。忠诚容不得片面。

五是品格上是否坚定。忠诚体现为
矢志不渝的品格，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雪
雨冰霜，都能坚定不移。在革命年代，
有的共产党员被叛徒出卖，遭到敌人严
刑拷打，但仍然视死如归，这就是忠
诚。反之，贪生怕死，出卖同志，泄漏机
密，背叛投敌，就谈不上忠诚。在和平
建设时期，对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
忠诚，主要体现为矢志不渝、坚定不移
地献身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且在
任何情境下都绝不动摇。反之，骑墙摇
摆、飘忽不定，就是不忠诚。

六是行动上是否自觉。忠诚是党
员干部对党、国家、人民及其事业表现
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热爱的行为，
积极主动地为党、国家、人民及其事业
而勤奋工作、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各
项工作面前是“我要做”，而不是“要我
做”。反之，在忠诚方面喊出许多震天
响的口号，而实际上根本不能雷厉风
行，也算不得忠诚。

七是党需要时是否服从。忠诚，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工作上表现为
对党、国家和人民及其事业坚决服从的
态度，遵从党的意志，听从党的决定，服
从党的安排。不听从党的决定，不服从

党的安排，在态度上有抵触情绪、甚至
搞对抗，处处与党讲条件，讨价还价，就
是不忠诚。

八是政治上是否维护。当遇到诋
毁和损害党、国家、人民的形象和事业
的错误行为和现象时，能站出来进行斗
争，能恪守党的纪律、国家的法律，为党
和国家增光添彩，这是忠诚。对诋毁和
损害党、国家、人民的形象和事业的错
误行为和现象置若罔闻、听之任之，不
敢于斗争，缺乏斗争精神，甚至随声附
和，就谈不上忠诚。

诸如此类标准和要求侧重于不同的
角度和层面，而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
条，即对党忠诚，就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这种一致必须是发自内心、坚
定不移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
得稳、靠得住。

党员干部对党忠诚

应有的行为特征

一般来讲，具有忠诚品质的党员干
部应具有如下一些行为特征：

维护核心、看齐追随。千军万马，靠
统帅指挥；攻坚克难，听领袖号令。对党
忠诚是具体的实践的，首要的就体现在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为最大的政治、最
大的大局和首要的纪律，思想上高度信
赖核心，感情上衷心爱戴核心，政治上坚
决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
上始终紧跟核心，使维护核心、看齐追随
成为思想自觉和实际行动。

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忠诚的领导
干部不为金钱、美色、权力所惑，不为个
人利益所困，当个人利益与党、国家和
人民的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能把党、
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放在最高位置。当
然，这并不是说忠诚的领导干部不讲个
人正当利益，而是说，他无论什么时候
都能把党、国家、人民及其事业放在自
身利益之上。

自觉自律、积极主动。忠诚的领导
干部能发自内心地维护核心、看齐追
随，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地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能积极主动为
党、国家、人民的事业做贡献，能自觉恪
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

在党爱党、始终维护党的形象和事
业。忠诚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始终如一地在党爱党，在党的
事业遭遇挫折等情况下，也永不变心、
永不怀疑、永不叛党；当党内出现某些
问题的时候，能以负责任的态度提出建
设性意见；能为维护党和国家的事业发
展而竭尽心力、勇于奉献。

与党同心同德、同甘共苦。具有忠
诚品质的领导干部绝不是“两面人”，具
有表里如一、诚心诚意的健全人格，能在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
下，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办实事，以致
能够忍辱负重。那种口是心非、表里不
一、华而不实、阳奉阴违的干部，自然不
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诚的干部。

恪尽职守、竭尽心力。忠诚的领导
干部在工作上，总是把职业当作事业，为
工作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一
丝不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能认真贯彻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把人民群众
关心的问题和利益放在心上，能真正用
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具有忠诚品
质的领导干部具有担当意识和担当精
神，他们勇于克服一切困难，积极主动
自觉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能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好
务；能顶住各种非议和压力，不推卸责
任，不揽功诿过，敢于为人民群众解难
题、办实事。

不折不扣、刚性执行。具有忠诚特
征的领导干部能积极主动动员、组织、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认真且创造性地学
习传播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具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逢山
开路、遇河架桥”“钉钉子”的刚性执行
力，他们坚决抵制和破除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老实做人、踏实做事。

忍辱负重、光明磊落。讲忠诚的人
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敞开心扉说话，
甩开膀子做事，这其中不免遇到某些非
议、难题，但一定能做到光明磊落、胸怀
坦荡、不为所动，正可谓“千磨万击还坚
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

对党忠诚是具体的实践的
■韩庆祥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过程中，有关部门专门汇编印发了
党内重要法规供党员领导干部学习。
这非常重要，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重
法度。党内法规是党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的基本遵循和行为规范，只有学习法
规、敬畏法规、遵守法规、用好法规，才
能在增强先进性、保持纯洁性上做得更
加自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把依法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要内容统筹谋划和部署，全方位推
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就，制定颁发了一大批党内法规，既
进一步凸显了法规制度在党的建设中
的基础性地位，也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因此，在开展
主题教育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重
视对党内法规的学习理解，要通晓法
规、熟知法规，做法规的自觉践行者。

前些年，一些党员干部犯下错误，
被依法惩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法、
知法、守法不够。一些人平时不注重学
习法规，不知道党内有哪些法规、法规
里有哪些规定和要求，胡作非为、为所
欲为，以致违法乱纪；有的对法规似有
所知，但不求甚解、懵懵懂懂，在工作和
生活中做了越轨的事情还不知道，稀里
糊涂犯错误；还有一些人虽然懂得法
规，但不能正视法规的严肃性，甚至认
为法规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抱
着侥幸心理“闯红灯”。
“畏法度者最快活。”党员领导干部

学好党内法规，不仅仅是履行职责、抓
好本级党组织建设的需要，也是加强党
性修养、增强法纪意识、做到严于自律
的需要。人们常常论及人身安全，对于
领导干部来说，这不只是自然生命的安
全，更有政治生命的安全。而要保证政
治生命安全，就要知法规、守法规、有敬
畏。有的同志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
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能够用法规管住自己，严守做人底线，
坚持不越“红线”，绝不碰触“高压线”，
以一身正气一门心思干工作，为部队建
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就是遵纪守法
的正效应。

抓好党内法规学习，首先要解决认
识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党内法规
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
管党治党的重要方面，是一项长期的任
务。近年来，党内相继出台一系列法规
制度，这充分说明在今后党的建设中必
将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同时，更加
注重用法规制度管党治党。党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必须勤于和善于学习法规，
用法规要求自己、管束自己、检视自己，
绝不能认为学习了解党内法规是权宜
之计、一时之需，认为主题教育一过，即
告结束。在学习和掌握法规的同时，还
要养成依据法规思维、坚持依法行事的
习惯，做到每出台一部法规就及时跟进
学习，把学习掌握法规作为成为一名合
格党员的基本要求，当成思想先进、政
治合格的必备条件。只有从这样的高
度来认识，才能把学习法规、熟知法规、
掌握法规重视起来。

其次要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法规统
一起来。有的同志觉得党内法规太多，
学不过来，在有限的时间内学好党的创
新理论就行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尽
管制定党内法规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
为指导，许多法规内容在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成果中已经有所体现，但二者不能
等同，党的创新理论中相关要求是原则
性、指导性的，而法规则是具体的、规范
性的，比如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法
规就相对具体而明确。所以我们不能
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来替代学习法规，
时间再紧张，工作再繁重，都要挤出时
间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认真地而不是

草率地学习，真正做到心中有法规，行
为合法规，工作依法规。

其三要加大贯彻执行法规的力
度。立法只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重点
在于执行。只有执行有力，落实到位，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始终保持“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的韧劲，坚持依法管党治党，凡是
法规中有要求的，就坚决执行，决不打
折扣；凡是违犯法规的行为，就坚决处
理，决不留情面。可以说，近年来党风
政风快速而明显好转，一个重要方面就
得益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使法规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
和威慑力。这要求我们在学好法规的
同时，更要切实做到依法而行，坚持尊
法规、守法规、用法规，而不能学归学做
归做，更不能心怀侥幸明知故犯。只有
把学习法规、懂得法规和敬畏法规、遵
守法规、践行法规结合起来，才能做一
名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

保障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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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言 集

学有所思对党忠诚，就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机关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基层搞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