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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讨论时，中央政治局同志都
提出要严些。开始有的规定写的
是‘一般’怎么样，大家说还是‘一
律’好。没有硬杠杠，最后都成了

‘二般’了。我们‘安民告示’，对外
公布了，要靠大家监督，也说明我
们是动真格的，不是说说而已”，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东考察时，这样谈起审议通过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
项规定那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
经过。“一般”和“一律”的一字之
别，体现着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的鲜明导向。

制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
杠杠，本就该一是一、二是二，如
果表述含糊其辞，执行起来就会
如橡皮筋那般可松可紧，变形走
样。变“一般”为“一律”，凸显了
制度执行的刚性。我国古人就认

识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
唯行而不返”。唐朝时期，黄河水
患显著增加，除了自然因素，人为
私自开挖河堤也是重要原因。对
此，《唐律疏议》中规定：“诸盗决
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
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
是。”明确擅自挖河决堤者，不论
私用还是公用，一律同罪。这种

“一律”的惩戒与处置标准，带来
此后长时间的黄河畅流、人畜安
宁。明朝官员海瑞任浙江淳安知
县时，拟定《禁馈送告示》明确告
知“接受所部内馈送土宜礼物，受
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律有明
禁。”海瑞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有
力荡涤了当时官场“潜规则”，这
也体现了定制度、立规矩中“一
律”从严照办的威力所在。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

须牢牢把住“一律”标准，这一标
准内含绝对约束，任何人都不可
逾越，彰显了徙木立信、令出必行的
果断与决绝。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
和反复性特点，要摆脱“紧一阵松一
阵”的循环，必须严格执行“一律”标
准，既拔作风之弊的苗，也铲“四风”
滋生的土，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
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对
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只有牢牢
把住“一律”标准，坚持初心不改、定
力不减、久久为功，才能有效避免从
小事小节“首次破例”演变为“下不
为例”，从不知不觉“形成惯例”到最
后沦落为“沉重案例”。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变“一般”
为“一律”，体现的是人心向背的深
层逻辑。党的作风建设成效如何，
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从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
办公”，到延安时期要求党的干部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面”，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
动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反贪
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到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提出作风建设“八个坚持、八个反
对”的要求，我们党马不离鞍、缰不
松手，以胜过燕子垒窝的恒劲、蚂
蚁啃骨的韧劲和老牛爬坡的拼劲
强党性、正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
的信任和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
题，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
变局，直面种种问题和弊端，坚持猛
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
断腕，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从遏制“舌尖上的
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从整
治“会所里的歪风”到纠治“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党的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
著增强，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变“一般”为“一律”，既体现
从紧从严的实践尺度，也体现持
之以恒的时间向度。作风建设是
一项长期工程，坚持“一律”标准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是一阵
风，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追
求短、平、快，更不能八小时内规
规矩矩、老实本分，八小时外心存
侥幸，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中放
飞自我。只有保持恒心和韧劲常
抓、抓长，才能抓出长效实效，真
正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原载6月23日《人民日报》）

“一般”与“一律”
■ 欧阳锡龙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
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中央
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强调“中央政
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
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这既
体现了鲜明的作风要求，也彰显了科
学的工作方法。工作中难免会碰到
棘手难题而摸不着头脑，很多时候，
只要肯扑下身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到“田野”里想问题、理思路、找办法，
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
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现在通信很发达，通过打
打电话、发发微信、看看材料也能了
解很多情况，但毕竟隔了一层，没有
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和‘七嘴八舌
式’的讨论来得真实鲜活。过去常用
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
式依然是管用的”“既要‘身入’基层，
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
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今天，伴随
信息技术频繁快速更新迭代，调查研
究的方法和形式也在发生明显变
化。有人觉得，现在足不出户已经能
够尽晓天下事，“键对键”完全可以取
代“面对面”，再像以前那样走街头巷
尾、蹲田间地头、访千家万户，一来太
过辛苦，二来效率不够高，不如坐在
办公室中点着手机屏幕搞调研来得
舒服和高效。诚然，善用信息技术走
好网上群众路线，借助海量信息了解
情况，已成为今天调查研究的重要方
式之一，但这并不代表“键对键”可以
完全取代“面对面”。很多时候，解决
问题的真招实招，是网上只言片语无
法说清道明的，也是在办公室中难以
听到、不易看到、想象不到的。必须
鞋尖常挂泥土和露珠去“抓活鱼”，从
人民群众的动情倾诉中了解实情，从
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中找寻破
解发展难题的真智慧。

到“田野”里找办法，到基层搞调
研，并不是不带问题、没有目标，一股
脑到处乱跑，更不能搞出发一车子、
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那种扎堆调
研、作秀式调研，而要带着问题去调
研、奔着解决问题搞调研，以是否真
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检验调研成
效。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越复杂、越艰巨。越是在这样
的环境和条件下搞调研，越要敢于钻
矛盾窝子、接烫手山芋，敢于听抱怨
的话、批评的声音。实际上，在基层
调研听到和看到的问题越多，掌握的
真实鲜活情况就越全面，对矛盾问题
的剖析就越深刻，解决问题的“工具
箱”就越充足，开展工作时就能做到
有条不紊、胸有成竹、药到病除。相
反，如果调研时只走规划路线、只看
示范样板、只听“标准答案”，就难以
看到问题所在，难以找准内在症结。这样搞调研，连问题
是什么、在哪里都摸不清，更别提解决问题了。

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必然会遇到
许多绕不开、躲不过的卡点瓶颈。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
要牢记深入基层就会有办法，扎根一线就会有思路，到群
众中去就会有智慧。人民群众处于生产生活实践一线，
对事物的观察直接、对工作的把握实在，往往能够为解决
问题提供符合实际、富有实效的好经验好办法。比如，精
确识别贫困户的“四看法”就是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
自治县迤那镇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看房、二看粮、三
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的办法贴近实
际、形象直观、便于操作。

带着问题、着眼于解决问题开展高质量的调查研究，
既是一种开展工作的能力，更是一种面对基层、面向群众
的态度。到“田野”里寻找好办法，说到底要真心实意拜
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
民情，通过同人民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交流交心，在掌握
大量带有“泥土味”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抽
丝剥茧、解剖麻雀，找到问题本质、矛盾焦点、破局关键，
把政治智慧的增长、工作本领的提升深深植根于人民群
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让老百姓的“金点子”转化为解决
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原载6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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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
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
了，舒适度就有问题了，就是要不
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我们不舒
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
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
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在审议
通过中央八项规定的那次中央政
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
心长地这样讲。抓作风建设，关
键在于把握好“紧一点”与“好一
点”的关系，只有让制度规矩紧起
来、严起来，才能推动党风政风焕
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我们党的干部是人民群众的
公仆，党员干部理应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乐于
吃苦，人民群众才会尝甜；只有勤
于奉献，人民群众才能受益。如

果只顾自己舒服而无为甚至妄
为，只图自身自在而漠视群众冷
暖，这样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共产
党员。被称为“樵夫”的全国优秀
县委书记廖俊波曾这样说，“只要
是为了发展、为了群众就大胆去
干，有责任我来担”。无论在哪个
岗位，他干的都是“背石头上山”
的重活累活，不论去什么地方，他
都会马不停蹄先下乡、入企调研，
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对群众所
忧放心不下，为当地发展四处奔
走，用惠民利民的苦干实干把丰
碑树在了老百姓心中。无论是长
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还是
解放上海时人民军队露宿街头而
不扰民，无不诠释着中国共产党
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于律
己、艰苦奋斗的鲜明本色。

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有序开
展，各地狠抓作风建设，聚焦群众
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揭盖子”

“挖根子”，得到群众支持点赞。
在硬杠杠、铁规矩的约束下，有个
别人觉得制度的笼子织得太密、
规矩的弦绷得太紧，做什么事都
要受监督，到哪里都要守规矩，多
少有些不舒服、不自在。殊不知，
这种所谓的“舒服”和“自在”是要
不得的，也是有害的。往往就在
这种舒服自在的时候，思想最容
易开小差，行为最容易出偏差。

不少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就是因为在舒服自在中“温
水煮青蛙”，不知不觉放松自我约
束、降低自我要求，最终由失小节
而酿大错。比如，有的党员干部

贪图酒桌饭局上的舒服自在，在
违规吃喝中垮掉了身体、萎靡了
精神，甚至丢掉了性命。如果任
由这种任性放纵的舒服自在野蛮
生长，于私损害的是个人身心健
康，于公则有损党的形象，疏离了
党群干群关系。“八项规定出台
后，八小时外的酒桌应酬少了，八
小时内的状态更好了”，这是新时
代以来许多公职人员的共同感
受。有党员干部说：“自从有了八
项规定，自己‘解脱’也‘解放’了，
陪酒喝酒时间少了，回家陪家人
时间多了，体育锻炼时间多了，读
书学习时间多了。”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规范了思
想行为、约束了任性妄为、净化了
党风政风、引领了社风民风。从严
从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看似有些不舒服、不自在，实
则为党员干部身心健康提供了护
身符，为保持良好作风提供了压舱
石，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供了黏
合剂。如果不惜顶风违纪追求所
谓的、一时的舒服自在，换来的只
能是持续的担惊受怕、精神紧张，
担心被发现、害怕被处罚，代价往
往是长期的、真正的不舒服、不自
在。党员干部只有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经常“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才能练就百
毒不侵的强健筋骨；只有“紧一
点”，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
中干事创业，在不同岗位上放开手
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才会不断增强。

（原载6月24日《人民日报》）

“紧一点”与“好一点”
■ 李俭

在日常生活中，面子是人与人
交往中维护尊严与体面的一种心
理需求，大多数情况下，要面子无
可厚非。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如
果在制度、纪律和原则问题上“抹
不开面子”，往往容易“丢面子”。
面子一旦被扭曲异化，就会成为腐
蚀党员干部的糖衣炮弹，成为违规
违纪行为的遮羞布。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广大党员
干部，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
事小节上守起，深刻指出：“有的
人认为，吃吃饭、喝喝酒是人情世
故，觉得抹不开面子。”这精准戳
中了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上的“软
肋”。从近期中央层面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
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

的数起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来看，当“抹不开面子”成为党员
干部触碰纪律红线的托词时，其
结局只能是让自己不仅丢面子还
会“丢官”。扭曲的“面子观”，只
会使党员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突破
纪律底线，与初心本念愈行愈远。

现实中，“抹不开面子”不只在
违规吃喝方面表现突出，其他方面
也有所显露。比如，在项目审批时，
有的干部觉得“抹不开面子”，对熟
人或利益相关方的违规项目大开绿
灯；在政策执行中，有的干部为了面
子，对亲友或本地企业的违规行为
视而不见；在人事任免上，面对打招
呼推荐的不合格人选，有的干部觉
得不好驳面子，于是降低标准，让能

力不足的人上岗；等等。凡此种种
违规违纪现象，背后都有“抹不开面
子”的心理作祟，必须下大气力对这
种错误认识行为加以整治。

要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面
子。“人民的樵夫”廖俊波，面对各
种人情请托，始终坚守底线。与
廖俊波认识多年的詹树强说，“他
刚到政和就对我说，咱们是老乡，
如果有人通过你找我吃饭，你千
万不要叫我。”一个从小一起长大
的玩伴想请他帮自己办事，廖俊
波严词拒绝；对方又请廖俊波的
父亲说情，还是被他回绝。廖俊
波把全部心思都花在推动地方发
展、为群众办实事上。他不幸离
世，送别的人群将他家前后数十
里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廖俊波

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党员干部真
正的面子是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是凭借清正廉洁、干净做事赢得
的尊重，是在亲近群众、联系群众
中收获的信任，是在履职尽责、为
民谋利中得到的肯定。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才是党员干部应该追求的面
子；群众脸上的笑容、口中的称
赞，才是党员干部最大的体面。

要敢于破除“抹不开面子”的
顽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什
么抹不开面子的？是遵规守纪重
要，还是人情往来重要？这个问题
都想不清楚，还能干什么事！”党员
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时刻
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拉满信念
之“弓”，绷紧纪律之“弦”，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面对违规吃喝
的邀请，要敢于说“不”；面对违规
的请托，要严词拒绝，不要被所谓
的人情、面子绑架。同时，各级党
组织要履行主体责任，对党员干部
加强教育引导，通过常态化的纪律
教育和警示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

“抹不开面子”，往往容易“丢
面子”，这是无数案例印证的道
理。党员干部必须引以为戒，从小
事小节做起，从推掉一顿违规的宴
请、一杯不该喝的酒做起，从拒绝
一次违规的请托做起，真正维护自
己的尊严与形象，赢得群众的认可
与信赖，守护好自己的面子，更加
守护好共产党员的面子。

（原载6月25日《人民日报》）

“抹不开面子”往往容易“丢面子”
■ 孙娅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