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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领导干部身上的具体体现，是衡量领

导 干 部 履 职 尽 责 、干 事 创 业 的 首 把 标

尺。习主席深刻指出：“创造业绩，必须

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

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

决好政绩观问题。”

民者，国之根也，国之大也。为人民

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

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我们共产党

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

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把习主席关于树

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到实处，就

要认真体悟习主席的真挚为民情怀，深

刻感悟“政绩为谁而树”的真谛，把为群

众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第

一标准，在新征程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人民至上，

这 是 掷 地 有 声 的 誓 言 ，更 是 念 兹 在 兹

的行动。“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

为人民”的谷文昌，在绝壁上为当地人

民开凿“生命渠”的黄大发，将生命定

格 在 扶 贫 路 上 的 黄 文 秀 ……100 多 年

来 ，正 是 因 为 无 数 党 员 干 部 爱 人 民 胜

过自己，为人民舍得自己，坚持“把为

民 办 事 、为 民 造 福 作 为 最 重 要 的 政

绩”，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无私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团结带

领人民写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 福 的 壮 美 华 章 ，赢 得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真 心 拥 护 、高 度 信 赖 和 大 力 支 持 。 实

践证明，政绩只有为党 、为国家 、为人

民 的 利 益 而 树 ，才 能 干 出 实 实 在 在 的

政绩，赢得人民群众的好口碑。

然而现实中，仍有个别党员干部追

求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为了造

福百姓、造福社会，而是为了给自己留

名，为自己邀功。有的为了树立自身形

象，为自己升迁铺路，好大喜功、急功近

利；有的为了迎合上级、讨领导欢心，热

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

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

有的为了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喜

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

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这样的政

绩，非但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无益，

而且往往劳民伤财，留下“烂摊子”和

“后遗症”，最终也会毁了自己。党员干

部必须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真正把

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

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保持“我本百姓、根在百姓”的清醒，

厚植躬身为民情怀，做人民群众的勤务

员。习主席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

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

不要做官当老爷”。这一谆谆教导警示

和启迪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干

部都来自老百姓，要记住自己的根在老

百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而非当“官老爷”。党员

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要坚持

当“老百姓的官”，“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

百姓的这一面”，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

利益，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真正做到心中有民、一切为民。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砥砺担

当任事能力，做善作善成的多面手。树

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工

作，俯首为民办事。那些重“个人”轻

“集体”、重“显绩”轻“潜绩”、重“特色”

轻“全面”、重“当前”轻“长远”的做法，

必然会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予

以纠正。党员干部应当尊重客观规律，

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多做一些功

在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不

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方能用党员干

部的“辛苦指数”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指数”“幸福指数”“安全指数”。

坚持出实招求实效，发扬求真务实

作风，做起而行之的实干家。“天下事，以

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实”，就是实干，

即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文”，就是虚

矫，即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

实干。党员干部只有坚持真抓实干，强

化系统思维和科学谋划，注重调查研究，

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切

实把实际情况、矛盾问题摸清，把群众心

声、社会期待把准，才能使提出的方案对

策更加实在、管用。作为军队党员领导

干部，更要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

的神圣职责，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

工作向打仗用劲，真抓实干、真打实备，

加快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

政绩好不好，要让群众当阅卷人，由

群众来评判。“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也

是我们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各级党委

要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况作

为政治建设考察重要内容，优化考核指

标体系，着力提升考核质效，强化考核成

果运用，以考促改、以考促用、以考促建，

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创造出

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满意的政绩，从而

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把握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
—“以正确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系列谈之一

■范 晶

影中哲丝

学 而 思

●只有打造出坚强过硬的“钻
石心”，才能耐得住挫折打击，为走
向成功创造条件

现实中，有的人内心敏感、心理脆

弱，被称为“玻璃心”。与之相对应，有的

人内心强大、扛得住压力，我们不妨称之

为“钻石心”。面对困难挫折，我们需要

克服“玻璃心”，打造一颗“钻石心”。

打造一颗“钻石心”，是我们干事创

业的必备素质。有句话说，衡量一个人

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站立顶峰的高度，

而是看他触底反弹的能力。人生不如意

事十之八九。一个人处于顺境时，往往

容易应对各种事情，心情也会愉悦，人与

人差别不大；而一旦遭遇困难挫折，如何

去看待和应对，就要看是不是有一颗坚

韧顽强的“钻石心”。古往今来，那些能

够成功应对逆境、实现人生逆袭的人，往

往是因为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即使在人

生至暗时刻，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对人生

充满希望，将挫折化为动力，最终实现逆

风飞翔。

打造一颗“钻石心”，需要提高认知

水平。曾听一位领导讲过一个观点，对

你好的人是你的贵人，对你不好的人也

是你的贵人。这个观点看似矛盾，但细

想起来，很有道理。对你好的人，包容

你、关心你、帮助你，让你不断成长；对

你不好的人，刺激你、伤害你、打击你，

其 实 这 何 尝 不 是 另 一 种 磨 砺 和 鞭 策 ？

有句话讲得好，“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

更坚强”。其实，一个人的毛病、缺点大

都 是 在 顺 境 中 、在 舒 适 安 逸 中 养 出 来

的；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则往往是在经

受艰难困苦的考验中磨砺出来的。在

面对艰难和危机之时，人们大多会被动

地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而这也恰恰能

促人思考，让人磨练意志、砥砺本领，迎

来人生的跃升。

打造一颗“钻石心”，需要经受挫折锻

炼。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人的成长太顺利

了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他的抗挫折能力

得不到锻炼，遇到了沟沟坎坎，往往迈不

过去。历史上，项羽军事才能出众，打了

很多胜仗，可是在垓下之战中，面对失败

没有去想重新集结兵力反击，而是感到

“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乌江边选择了自

刎。刘邦虽然在楚汉争霸的过程中屡遭

败绩，但每次失败后他都能迅速恢复力量

并调整策略，屡败屡战，最终击败项羽，建

立了汉朝。面对事业上的挫折和人生中

的打击，只有打造出坚强过硬的“钻石

心”，才能耐得住挫折打击，为走向成功创

造条件。正如陈毅同志曾讲，在胜利发展

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

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

过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打造一颗“钻石心”
■马善敏

●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明确自己联系
群众、开展工作时的言行边界，真
正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其中违反群众纪律的处分规定，条条

发人深省。群众纪律，是每名党员处理党

群关系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也是每名

党员践行党的宗旨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与党的其他纪律相比，群众纪律因其表现

于日常与人民群众共处的关系之中，与群

众发生最直接联系，予群众最直观印象，

因此直接影响群众对我们党的评价，进而

影响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甚至影响人心

向背。对党员干部来说，群众利益无小

事，群众纪律必须严格遵守。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

律性，革命无不胜。”群众纪律源于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自我要求与建

设，较早地体现为党为军队制定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损

坏庄稼”等，讲的都是群众纪律。革命战

争年代行军作战，部队都会对士兵进行

群众纪律教育。通过开展纪律教育，使

群众纪律内化为每名共产党员、每名革

命军人的行为自觉。于是便有了攻打锦

州时官兵“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解放

上海后人民子弟兵不入民宅露宿街头的

佳话。群众纪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政

策落实落地及作战任务的完成，架起了

党群联系、军民团结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

以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保证党密切联系群

众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基于新

形势新任务，先后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

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文件，让群众纪律

有了新的内涵与要求。其中，《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既

体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关于群众

纪律的优良传统，又对群众纪律加以时

代化的丰富与发展。2015年修订的《条

例》将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专

设一章，群众纪律成为党的六大纪律中

的一项。2018年，《条例》进一步修订、补

充和完善，针对群众工作中出现的新问

题作出处分规定。2023年修订的《条例》

在 2018 年基础上，增加了对慢作为、假

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处分规定，

第九章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九

条，具体而明确地为党组织和党员划出

了群众纪律的“红线”，指出了群众工作

中的“不能为”，进一步保障了群众利益。

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会在

遵守群众纪律方面出现行为偏差，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对群众纪律了解不够，不

知道哪些“必须为”、哪些“不能为”。因

此，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新修订的

《条例》中关于群众纪律的相关规定，逐

章逐条学，切实学懂弄清群众纪律的具

体内涵；还要坚持学用结合，联系实际

学习，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明确自己联系群众、开展

工作时的言行边界，真正做到学纪、知

纪、明纪、守纪。

遵守群众纪律，不仅源于对群众纪

律的掌握，也源于对群众的敬畏。邓小平

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带领部队穿梭于大

别山中，宁可在麦场坐等到天亮，也不前

去打扰群众。他讲，部队纪律不好，这

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

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要知

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

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

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语重心长的话

语，体现的是对人民群众的重视。惟有

真正重视群众，以敬畏之心对待群众，

才会心中装着群众，维护群众利益，不

做触犯群众纪律之事。要树牢马克思

主义群众观点，深入学习领悟习主席关

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只有真

正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才能自觉走向群众，带着感情深入群

众，以百姓心为心，用遵规守纪的行为

联系群众并赢得群众信任。

遵守群众纪律，是践行党的性质宗

旨的基本要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

保证，是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刚性约

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焦裕禄、孔繁

森、杨善洲、沈浩、廖俊波等一大批党的

好干部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

戴，就是因为他们严守群众纪律，做到了

“万事民为先”。反观《条例》中列举的漠

视公平公正优亲厚友，不及时解决涉及

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问题，对待群

众态度恶劣，在与群众相关工作中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行为，从根

本上说都是没有忠实践行党的宗旨。宗

旨意识淡薄，特权思想严重，便会对群众

利益漠不关心，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对民

生要事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不

作为；宗旨意识不强，必然导致政绩观扭

曲，不顾群众只顾自己，千方百计搞政绩

工程、欺上瞒下假作为。强化宗旨意识，

才能站稳人民立场，自觉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化宗

旨意识，才能正确看待党和人民事业与

个人功名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

绩观、事业观，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

为民、清清白白做人，努力创造不凡业

绩，不辱使命、不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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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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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言 简 意 赅

有这样一种现象：面对工作中出现

的错误和问题，有的人不从主观找原因，

多从客观找借口，总把“出现失误在所难

免”挂嘴边。有的“在所难免”确实无法

避免，有的“在所难免”则未必难免，而是

拿“在所难免”作挡箭牌，以求免责或减

轻责任。

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是大概率事

件，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千方百计通过主

观努力克服困难，力求把问题发生频率

降到最低，最好“能免”。而不是人为降

低标准，工作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只求

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把本可以避免的问

题看作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更不能看工

作只看主流、忽视支流，心安理得地对待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难看出，工作出

现失误后，总说“在所难免”者，多是自我

安慰、自我姑息，这样的人往往工作标准

不高，出现问题不从自身找原因，不愿承

担责任，注定难当重任。

一事当前，我们应增强工作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以万全准备以防万一。面

对工作中的困难挑战，要敢钻“矛盾窝”，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多为“能免”想办

法。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多剖析如

何“能免”，而不是总说“在所难免”。要

经常审视工作得失，多反求诸己、举一反

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由对“一个问题”

的剖析推动“一类问题”的解决，避免再

次出现类似情况。

“在所难免”未必难免
■武警洛阳支队 刘奇山

《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春秋时期，晋国有个掌管刑狱的官员

叫李离，一次在审理案件时，听信下属

的意见，错杀了一人。李离发觉犯错

后，便令人将自己捆绑起来，向晋文公

请罪。晋文公劝慰他道：“官职贵贱不

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个案子是你

手 下 的 官 吏 弄 错 的 ，并 不 是 你 的 罪

过。”李离说：“臣的官职这样大，也不

曾把高位让给下属；臣领取的俸禄不

少，也不曾把俸禄分给下属。如今有

了罪过，却要把罪责推诿于下属，这种

道理我没有听过。”晋文公说：“照你这

样说，下属犯罪，上司也有罪过。”李离

回答：“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

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

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

件，才让臣做官。现在臣听察案件有

误而枉取人命，应该判处死罪。”说完

便拔剑自刎。李离带头严守法纪，甚

至甘愿以身殉法，值得我们深思。

“ 正 人 先 正 己 。”遵 守 法 规 制 度 ，

对 领 导 干 部 的 要 求 ，历 来 都 是“ 必 从

己 先 ”。 这 是 因 为 ，领 导 干 部 既 是 法

规制度的制定者，更是执行者。领导

干 部 带 头 执 行 制 度 能 够 产 生 示 范 效

应和榜样作用，激励和带动更多人更

好 地 执 行 法 规 制 度 。 领 导 干 部 必 须

把遵规守纪作为履职尽责、安身立命

的基本要求，时刻用法规制度约束和

警示自己，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

做 到 心 中 有 法 纪 、言 行 合 法 度 、办 事

合法规。

习主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对

法 律 怀 有 敬 畏 之 心 ，带 头 依 法 办 事 ，

带 头 遵 守 法 律 。 党 员 干 部 只 有 对 法

规 制 度 心 怀 敬 畏 ，才 能 保 持 头 脑 清

醒，做到原则不松、底线不破，踏踏实

实 干 事 ，干 干 净 净 做 人 。 现 实 中 ，一

些人之所以栽跟头，就是对法规制度

缺 乏 敬 畏 之 心 ，一 步 步 逾 越 底 线 、突

破“ 红 线 ”，最 终 锒 铛 入 狱 、身 败 名

裂 。“畏 法 度 者 最 快 活 。”领 导 干 部 必

须 带 头 敬 畏 法 律 ，摒 弃 侥 幸 心 理 ，牢

固树立法律底线不能逾越、法律高压

线 不 能 触 碰 的 观 念 ，再 忙 不 能 忘 法 、

再 急 不 能 违 法 ，绝 不 能 恃 权 而 骄 ，把

自己置身于法规制度之外擅权妄为。

自 修 之 道 ，莫 难 于 养 心 ；养 心 之

难，又在慎独。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最

容易发生霉变，从近些年曝光的违法

违纪案件看，有的领导干部自以为无

人 知 晓 、无 人 察 觉 ，便 降 低 自 我 约 束

标准，做出了违反法规制度和不符合

党的纪律要求的事，一步步滑向腐化

堕落的深渊，教训极为深刻。领导干

部 须 强 化 自 律 意 识 ，牢 记“ 打 铁 必 须

自身硬”的道理，特别是在私底下、无

人时、细微处，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时

时 自 警 自 省 ，做 到 防 微 杜 渐 ；还 须 加

强 对 法 律 法 规 、规 章 制 度 的 学 习 ，成

为懂法守法的“明白人”，以率先垂范

的 实 际 行 动 带 动 广 大 官 兵 自 觉 学 法

守法用法，形成共同遵守和维护法规

制度的良好风气。

（作者单位：69225部队）

正人先正己
■黎荣宝

俯瞰巴蜀青山，郁郁葱葱的树林

间，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格外引人注

目，这是山中村民经年累月往返于山

间，走出来的一条林间山路。

看罢此景，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

那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

人 多 了 ，也 便 成 了 路 。 山 中 之 路 如

此，人生之路亦然。人生道路上，在

追逐梦想、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肯定

会遇见一些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在

实践中去探索。倘若墨守成规、守株

待兔，则往往一事无成；只有拿出勇

于探索创新的精神，不怕艰难险阻，

不怕曲折迂回，敢试、敢闯、敢干，才

能在未知领域走出一条新路，抵达成

功的彼岸。

林间山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
■刘国辉/摄影 孙磊磊/撰文

书边随笔

修养视点

●领导干部既是法规制度的
制定者，更是执行者。领导干部
带头执行制度能够产生示范效
应和榜样作用，激励和带动更多
人更好地执行法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