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10月8日在北京
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并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
八点要求。

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从严
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
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
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
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
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
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
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提高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全党同志要在党言党、在
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
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
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

坚持从严管理干部

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
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广大
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

持续深入改进作风

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作风建
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严明党的纪律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
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
化的途径。

发挥人民监督作用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
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
全天候探照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
众评判。

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

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使从
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据新华社）

制表：车 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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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新形势下坚持
从严治党提出八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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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一词因为习近平总
书记两次提及而为公众所熟知。仔
细梳理这段时间山西反腐与换“一
把手”一事，可以发现在这个资源
大省权力重组的背后，是呼之欲出
的政治新常态。

2013 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习近平就曾指出：“改
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
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此前
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
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
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加
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
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
生态。

所谓中国政治新常态，是指今
后反腐败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进
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变
化，使公权力系统内的人员，特别
是新进人员，感到廉洁从政是理所
当然，并切实体会到所谓“高压
电”存在。《人民日报》将“习近
平式新常态”解读为“不拘常例、
不违常情”。

何为常例？长期存在于中国政
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规则就是常例。
十八大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反腐长
卷当中，“常例”的打破让人印象
深刻。有媒体评论称，互为表里的
反腐和作风建设，是一场艰苦卓绝
的持久战。而“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无论是退休、高级别这样的

“护身符”失灵，还是针对细小
的、在很多人眼中不是个事儿的

“常例”的战争，实际上都已深刻
地改写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
境。

何为常情？贪腐官员落马，受
到应有的惩罚；官员受到约束，按
照自己的收入和身份享受相应的待
遇，公与私之间的界线划得更清
楚；官商之间消灭原有的灰色地
带，这本身就是政治应有的题中之
义，本身就是最大的常情常理。

如今，“新常态”一词已经意
味着：对于官员的要求，不仅不同
于以往，更不是一种“运动”，而
是将长期、常态化的存在。

（据人民网）

媒体解读政治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
出，从严治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
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
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
供的最深刻的启示，全党要以此
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探
索、不断前进，并强调了八点要
求。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述
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
也表达了我们一定能把党管好治
好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历
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
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
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
党”，让人有一种坐不住、等不
得的使命感、紧迫感；“只要真
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
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
题”，让人对从严治党的前景充
满信心。可以说，习总书记的讲
话吹响了从严治党的新号角。

落实了责任，解决了从严治
党的前提问题。党要管党的具体
体现就是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
要管党，但实际上一些党委书记
更多抓的是发展上的事情，一些
党组书记更多记住的是自己的行
政身份，对党的建设“说起来重
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从
严治党“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
份上”，致使党员“党味”不浓、党
内生活庸俗化、从政潜规则盛
行。对此，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各
级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把抓好党
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考核首先要

看抓党建的实效。这些要求既廓
清了思想认识，也强化了责任机
制，有助于从严治党责任进一步
落到实处。

明晰了路径，解决了从严治
党的关键问题。从严治党不是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是靠一味地
说教，更不是靠简单机械的制度
堆砌，而是要体现出系统性、有
机性。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
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
时发力。”这是对从严治党路径
的精辟论述和精炼概括。思想建
党有了制度治党的保障，会更加
深入人心、打动人心，让党员自
觉接受纪律约束，自觉展现党性
之美；制度治党有了思想建党的
基础，会更有约束性、更有效

果，切实避免制度流于形式、
“牛栏关猫”等问题。

突出了重点，解决了从严治
党的核心问题。管党治党工作千
头万绪，“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
指”，核心就是坚持问题导向，
抓住几项重点任务，以抓铁有痕
的精神抓出成效。当前党内外反
映比较突出的就是政治生态和从
政环境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党内
生活庸俗化、干部管理失之于
软、作风问题还具有反复性顽固
性等方面。鉴于此，习总书记在
讲话中围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
进作风等重点工作，深刻指出了
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对策建议。将这些要求落
实到位，就抓住了从严治党的

“牛鼻子”。
强化了监督，解决了从严治

党的保障问题。从严治党是全党
上下和全社会的共同要求、共同
期盼，但同时也面临既得利益者
的重重阻力，以及认识模糊者的
种种干扰。如果没有强大的保
障，从严治党的进程就可能停
滞，从严治党的效果就难以体
现。为此，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
出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
作用等要求，这实际上是从党内
监督和党外监督的不同层面强化
从严治党的保障。有理由相信，
有着严明的党纪约束和广泛的群
众监督，党员干部作为从严治党
的对象必不敢逃避，各级党委
（党组） 及其负责人作为从严治
党的主体必不敢懈怠。

“八点要求”吹响从严治党新号角
□胡 俊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 10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风清则气
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在群众中的威
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
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
展的强大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
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八
点要求。

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从2013年6月开始自上而下分两

批开展，目前已基本结束，整个
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果。于是，有
的干部认为，终于可以松口气、
歇歇脚了。然而，活动结束不等
于作风建设收场，贯彻群众路线
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八点要求”给松口气干部
敲响了警钟。

作为干部，在作风建设问题
上，不但不能松口气，而且必须
加码，必须更加从严要求。作风
建设具有反复性、顽固性等特
点，容易陷入抓一抓就好转、松
一松就反弹的怪圈。所以，习近
平总书记的总结讲话，不仅一个

“严”字贯彻始终，而且在“八
点要求”中，有“严”字的就占
了一大半：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
理干部……因此，有松口气想法
的干部，必须尽早打消这种错误
想法和侥幸心理。

活动虽然结束，为民务实清
廉的要求心中扎根了吗？根扎牢
了吗？其实未必。干部扪心自
问：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自己的
工作都认真做了吗？群众最反感
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自己身上
是否存在甚至很严重？百姓对腐
败深恶痛绝，自己是否牢记了手

莫伸？目前社会上江湖习气流
行，“老大”“老板”的称呼大行
其道，玷污党的形象，影响干群
关系，自己是否还在搞团团伙
伙、帮帮派派和利益集团……诸
如此类的问题，有多少干部敢拍
胸脯：我是一个纯洁、干净、清
白的干部？

为期一年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让群众看到了新气
象、新风尚、新变化，让百姓对
党和党的干部充满了信心和希
望。这种好势头必须延续，这种
新变化必须保持而且成为新常
态，这种信心和希望只能越来越

强烈。唯有如此，活动取得的成
果才能巩固，基础才能更加稳
固。

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知
道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就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思
想。“八点要求”告诫每一名党
的干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贯彻党的
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的历史进程永远不会结
束，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
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
引向深入，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
势头保持下去。

“八点要求”给松口气干部敲响警钟
□毛开云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
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多处引用
古语古训。这些古文凝聚着中华
民族先贤的智慧，背后的典故、出
处皆大有文章。

1.“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
指。”

【典出】：毛泽东《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

【原文】：对于人，伤其十指不
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中十
个师不如歼灭其中一个师。

【释义】：伤害一个人，与其动
他十个指头，不如集中打断他一
个指头；与其泛泛地打一些消耗
战、拉锯战，不如狠狠地打一个歼
灭战，这样吃掉一个敌人就少一
个敌人。

2.“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
法于中，故为其下。”

【典出】：（唐）李世民《帝范·
崇文第十二》

【原文】：“取法于上，仅得为
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
德，不可效焉。”

【释义】：以上等作为准则来
效法，只能得到中等的效果；以中
等作为准则来效法，因此只能得
到下等的效果。

3.“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
者在草野。”

【典出】：（汉）王充《论衡》
【原文】：“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
子。”

【释义】：知道房屋漏雨的人
在房屋下，知道政治有过失的人
在民间，知道经书有错误的人在
诸子。

4.“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
乱。”

【典出】：《老子》
【原文】：“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
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释义】：做事，要在尚未发生
以前就着手；治理国政，要在祸乱
没有产生以前，就早作准备。

5.“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典出】：（唐）魏征《谏太宗十
思疏》

【原文】：“臣闻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
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
义。”

【释义】：我听说想要树木生
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
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
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

道德仁义。
6.“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

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
【典出】：（汉末魏初）王粲《仿

连珠》
【原文】：“臣闻观于明镜，则

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
不累乎身。”

【释义】：经常用明镜照照自
己，那么污垢就不会存留在身上；
能听取直率的批评，就可以摆脱
错误行为的牵累。

7.“奢靡之始，危亡之渐。”
【典出】：（宋）欧阳修 《新唐

书·宋祁列传第三十》
【原文】：“雕琢害力农，纂绣

伤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
【释义】：雕琢和纂绣之事虽

小，却会劳民伤财，奢侈糜烂的开
始就是国家危亡的征兆。

8.“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典出】：《尚书·旅獒》
【原文】：“不矜细行，终累大

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释义】：不顾惜小节方面的

修养，到头来会伤害大节，酿成终
生的遗憾。堆九仞高的山，只缺
一筐土而不能完成。

9.“道私者乱，道法者治。”
【典出】：战国《韩非子·诡使》
【原文】：故《本言》曰：“所以

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
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
乱，道法者治。

【释义】：所以《本言》说：“国
家安定靠的是法，国家混乱根子
在私。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
再行私了。”所以说：倾向于私行
的，社会必然混乱；倾向于法的，
社会一定大治。

（新华网北京10月9日电）

习近平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引文典出何处

理念正确与否，决定民心向背，关
乎事业成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进入最后环节之际，市委书记孙立
坤提出“五个绝对不能”的理念，即

“绝对不能说群众问题解决不到位我们没
有责任，绝对不能说群众反映的问题我
们解决不了，绝对不能说群众问题我们
解决差不多了，绝对不能说解决不好群
众反映突出问题的干部是合格的干部，
绝对不能说群众问题解决不到位的地方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搞好了”。作为
一名基层信访干部，我深刻体会到这一
理念蕴含着鲜明的群众观点和强烈的为
民意识，是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集
中体现，是指导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有
力思想武器。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五个绝对不能”理念正是建立
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之上，是党的宗旨意识的直接反映和具
体体现，是衡量一个干部责任心、使命
感强不强和政绩观、权力观正确与否的
试金石，是评价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否有成效的根本依据。它像一杆秤，
称量着群众在党员干部心中的分量；又
像一把尺，丈量着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
水平。

“五个绝对不能”理念将群众需求
当作第一责任。“绝对不能说群众问题解
决不到位我们没有责任。”倾听诉求、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是信访干
部义不容辞的责任。群众有诉求，我们
必须有回应，而且要让群众满意。如果
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渎职失责。信访干
部工作在维稳第一线，每天要面对诸如
征地拆迁、社会保障、农民工工资等诉
求。这些无一不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
而群众需求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
以“磨破嘴皮不嫌烦、踏破门槛不怕

难”的韧劲与勇气，知难而上，迎难而
进，用耐心以心换心，用真情以情动
情，用努力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给群
众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是责任对我们的
要求，否则，就是对责任的放弃。

“五个绝对不能”理念告诫我们必
须无条件解决好群众关注的问题。“绝对
不能说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绝对不能说群众问题我们解决差不多
了。”群众是主人，党员干部是公仆。作
为公仆，只有无条件服务好主人的责
任，而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只要心里
有群众，办法总比困难多。那种“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作风，正
是主仆关系错位的产物，为群众所深恶
痛绝。信访干部每天都要直面群众，既
是窗口，更是形象，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都代表着党对群众的感情。面对来访
群众，递上一杯热水，亲切尊称一声，
都能缓解群众内心的焦虑情绪，使其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心中为念农桑
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群众困难解决不
彻底，我们要寝食难安、如坐针毡，把
群众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解
决好。信访干部绝不能用类似“解决不
了、解决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来敷衍百
姓、推诿群众，要用辛苦工作的“高
温”融解群众疾苦的“寒冰”，把群众的
困难和问题解决到完全彻底。

“五个绝对不能”理念是干部合格
与否的试金石。“绝对不能说解决不好群
众反映突出问题的干部是合格的干部。”
只有心里装着群众、为群众办好事实
事、群众点赞的干部，才是合格的好干
部。舍此，便无合格可言。现阶段，一
方面群众对“为官不为”的焦虑情绪在
滋长，民主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
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责
任意识淡化，宗旨意识淡漠，导致基层
信访维稳压力增大。群众来访大都带着

负面情绪，有的悲观失望、委屈痛哭；
有的气愤填膺、大吵大闹。他们在遇到
坎坷之时，能够想到信访部门，正是对
党和政府的信任，信访干部应该倍加珍
惜这分信任。我们只有多看群众“脸
色”，甘当群众的“出气筒”“减压阀”，
通过接访交谈、讲解政策、疏导心理、
帮助解决问题等一系列实际行动，用自
身的“正能量”消解群众的“负能量”，
让上访群众一肚子苦水来、满脸笑容归。

“五个绝对不能”理念是评价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效大小的关键。“绝
对不能说群众问题解决不到位的地方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搞好了。”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
以解决干部自身的“四风”问题为动
力，促使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够
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单
位群众关注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那么，这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
定是“扎扎实实”地走过场。自我感觉
良好不算好，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信访干部深受触
动和教育，作风大为改观，形象不断提
升。我们高度重视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努力将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高度
重视初信初访问题，早处理、早化解，
降低重复访发生率，提高群众满意率。
积极引导信访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总之，“五个绝对不能”理念是群众
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概括，对于指导党
员干部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信访干部，我们一
定要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真正做到心
里装着群众，时刻念着群众，千方百计
帮群众所需，解群众所难，做一名与群
众心相连、情相通，让群众信得过、靠
得住的信访好干部。

（作者单位：修武县信访局）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李明霖

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历
时近 9 个月，迎来结
点。8 日网上曝出反

“四风”成绩单：全国
压缩会议 58.6 万多个，
下降 24.6%；压缩文件
190.8 万 多 个 ， 下 降
26.7%；清理清退公车
11.4 万多辆；“三公”
经费较活动开展前压
缩 530.2 亿元；关停转
型历史建筑和公园中
的会所457家；清理清
退“吃空饷”人员16.2
万多人；10 万余人主
动上交“红包”及购
物卡、涉及金额 5.2 亿
元；全国排查出党政
领导干部企业兼职人
数 8.4 万多人，已清理
6.3万多人。

不得不说，如此
硕 果 令 人 倍 感 欣 慰 ，
但这成绩单不是“期
终 考 试 ” 的 成 绩 单 ，
总结会也不是“群众
路线”到此为止的总
结会。如果把践行群
众路线当作一场“长
征”，那么这总结会就应该是启程的集
结号，而成绩单则是为期一年多的“教
育动员”后的摸底考试结果。习近平总
书记曾言：“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
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这就告诉我
们，这场“长征”是没有终点的。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四
风”顽疾的一场攻坚战，而作风建设具
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能毕其功于一
役，而是要将“攻坚战”变为“持久
战”，根本要靠坚持不懈抓常、抓细、
抓长，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到
位、责任明确、整改跟进，推动作风持
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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