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与思考 

党性强 本领高 形象好 
— — 在推进“四个全面"的伟大进程中作先锋模范 

郭 玉 良 

扎实推进“四个全面”，落实各项战略 目标和阶段性 

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龙头。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通过提 

高党员质量来提升党的力量和作用，是一个事关全局的 

大问题。如何保持和不断提高党员质量，发挥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接受时代检验，要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党 

性强、本领高、形象好。 

一

、党性强 

(一)坚持第一标准，坚定理想信念 

2012年 11月 l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 

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作为共产党员，当然要把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 

觉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作为衡量自己党性是否巩固的第一标准。坚持 

这个第一标准，就能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会找到 

我们做事情、干事业的动力所在，就会保持清醒认识，认 

清使命、增强信心。 

坚持第一标准应具备三心：一是恒心，信仰不是爱 

好，支部不是社团，没有哪一名党员是被动走进党的大门 

的，我们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信 

仰，自己首先就要坚信。二是铁心，有信仰就要有奋斗， 

有奋斗就会有付出、有牺牲。当年党的一大 13名代表， 

有4名牺牲、4名脱党或曾经脱党、3名叛徒(其中2名还 

是汉奸)，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2人一直参与革命并领导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足见坚守信仰何其难也。三是平常 

心，反腐败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方面极大地振奋了党心、 

军心、民心，另一方面也在一些基层党员的心理上产生了 

“震动”。对此，我们需要做两点判断思考：一是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这一点对所有党员，不论其职务大小、功劳 

多少，都是一样的；二是为什么入党?我们因信仰而入 

党，我们有缺点也有很多不足，但是必须保持对信仰的定 

力，保持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方向，坚持定向积累，一点一 

滴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牢记第一身份，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2014年 1月l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上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 

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 

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美国心理学家德维克(Deweck)通过大量研究，提出 

了内隐自我(implicit self)理论，指出每个人都在使用 

自己无法明显察觉到的自我在引导自己。作为党员，我 

明建设本身要上新台阶，而且要与习总书记强调的八个 

方面主要任务相适应、走在前、进一步、快一步。要立足 (课题执笔人：陈加元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成员：王 

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新水 华庆、于 伟、高文兵、傅惠民、李 兵、马军胜、刘小明、阴 

平上下功夫、做文章，努力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新高潮， 朝民、慎海雄、盛和泰) 

开辟新境界。 责任编辑：李冬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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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不断地用共产党员这个第一身份去挖掘和改善我 

们的内隐自我，把党性的坚定性体现到行为的自觉性和 

作用的先进性上。需要不断地深化和巩固中华传统文化 

中的“慎独”思想，做到诚其意、毋自欺，正确对待和处理 

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忠诚于党的事 

业、忠诚于组织，坚持提高工作水平和能力，坚决不逾越 

党的规矩和底线，坚决不触碰党的纪律红线。 

(三)坚守第一生命线，保持党内民主特色永不褪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 

线和根本路线。”坚守群众路线反映到党员的党性上，就 

要人人负起责任，保持党内民主、党内生活的特色永不褪 

色，保证我们的工作始终体现在群众路线的方向上，体现 

在服务群众细节中。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种批评不是基于个人恩怨的“批”和“斗”，也不 

是基于个人眼界的“查”和“摆”，而应当是基于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和党员的职责与使命，围绕坚守党的群众路线 

所开展的一种自我矫正和鞭策。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 

与其他任何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最大的不同，就是党的 

成员在党内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和特殊权力，因此任何党 

内的民主实践，都应当以维护、实现、发展群众利益，提高 

组织成员党性修养和提升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展开。 

二、本领高 

2013年3月 l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深 

刻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 

够的危机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 

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用最高标准要求 

我们的工作，是提高我们工作本领的重要而又根本的途 

径。其重点是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提高学习能力 

学习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学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讲是提高内心动力的过程。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罗曼·罗兰认为：成年人慢慢被时 

代淘汰的最大原因，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学习热忱的减 

退。什么是好学?是“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是追 

求更高标准、更高境界、更加优秀的一种心理动力。 

学习需要针对性。每年的工作总结中，我们的第一 

条不足往往是学习不够，而第一条整改措施往往又是加 

强学习。然而，现实中学习往往没有突出针对性。对于 

党建理论的学习，要真懂、真信、真用，真懂这一关不合 

格，也就谈不上如何信、用了。业务学习，需要审视领导 

权力和工作能力是否匹配、工作职责和履行职责的方式 

是否匹配、发展需求和工作要求是否匹配，在此基础上展 

开的学习，成效会更加突出、明显。 

学习需要层次感。一是应用型学习，即用什么学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二是研究型学习，即针对工作中存在 

的规律性、普遍性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和思路。三是发展型学习，即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自 

身修养进行的系统性学习。不论在什么层次上的学习， 

都需要持之以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力戒浮 

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 

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二)提高实践能力 

实际工作中，实践能力的大小，往往首先体现在是否 

敢于面对困难，是否善于解决难题的态度和能力上。做 

同一件有难度的事情，在消极悲观者眼里，困难大于目 

标，而在积极乐观者眼里，目标大于困难。对此，习近平 

总书记有过形象的描述：困难之“困”，围住的是失去生命 

的“木”而不是充满活力的“树”；困难之“难”，动动“点” 

子、用用脑子就可能迎来“又”一“佳”境。所以提高实践 

能力，首先要改善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其次，要保持耐心，善于坚持。毛泽东同志说过：胜 

利的希望和有利情况的恢复，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 

力之中。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一些很容易的事做起来 

往往很难，是因为少了坚持；而一些很难的事我们能够做 

到、做好，又往往是因为多了一份坚持。坚持，不仅是一 

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4~品质。 

第三，要勇于超越。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需要解 

决的难题，生活如此，党的事业更是如此。共产党员要走 

在时代的前列，而“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必须以舍我其谁 

的勇气和智慧，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破解一个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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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体的难题中，体现我们的政治品质和先锋模范作用。 

(三)提高创新能力 

创新需要明确定位。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 

“同最广大的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在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这种密切的联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 

松动，需要我们运用新的方式、途径和渠道，把这种联系 

再密切起来，这个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如果注意力只 

是在新的方式方法方面，忽视或者无视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的实际效果，就会背离我党最大优势，更谈不上创新。 

创新需要开阔眼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个人、 

一

个组织在成长和提高的过程中，开阔眼界是一条重要 

的捷径。“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的理念，曾支撑了 

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我们今天在中国航天、中国高铁、 

超级计算机、中国装备制造、大飞机制造、“中国芯”的创 

造等方面之所以能够位居于世界一流水平，与眼界开阔 

有着极高的关联度。眼界越开阔，理念越先进、思路就越 

丰富，可能达到的标准就越高。 

创新需要提高境界。人的境界，是对人生的一种“觉 

解”，共产党员的境界则是对自身使命的一种觉悟，是对 

实现党的事业和组织价值的一种 自觉。只要信念坚定， 

办法总比困难多。境界越高，信念越坚定，对工作自我要 

求的标准也越高，创新的能力自然也就越强。 

三、形象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格魅力是领导干部人品、气 

质、能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党的干部所应具备的公正无 

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优良品质的外在表现。广大干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但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 

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一)树立纪律严明的政治形象 

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这种特殊性不仅 

体现在信仰和信念，同样体现在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 

2003年在北京抗击“非典”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让社 

会静下来、党员干部动起来”的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 

实现，党组织和党员挺身而出的战斗力和纪律严明的组 

织性得以充分体现，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党内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着失之 

以软、失之以宽的问题，组织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 

患。在一些党员的政治形象上表现为理想信念动摇，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利于党的形象不批评不纠正，对 

歪风邪气不斗争、不抵制等等。 

党的十八大后，随着全面开展以反“四风”为主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政 

治生态持续好转，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形象得到很大改 

善，特别是随着党内《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 

修订颁布，全党的组织纪律性得到根本性的加强和改 

善。作为党员干部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不论职务 

高低、资历深浅，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二)树立匠人精神、铁人精神、悦人精神的职业形象 

1．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就是对 自己做的事情、干的 

事业多一份热爱和敬畏，就是讲认真。2013年 l2月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河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时深刻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 

说，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这股认真劲体现在产品 

标准、食品安全上，体现在干事创业等方方面面。在各条 

战线上展示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匠人精神，就会在营造 

良好的政治生态的过程中，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带动整 

个社会向上提升。 

2．铁人精神。铁人精神就是攻坚克难的精神。破解 

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品质中的DNA，是共产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最好载体。一是要有不为失败找借口，只 

为成功找方法的态度；二是要有科学方法，“没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创造的条件是符合科学规律，经得起实践 

和历史检验的；三是要有定力，即沉着应对，树立功成不 

必在我任期的思想，珍惜一点一滴的进展和突破，做到久 

久为功。 

3．悦人精神。悦人精神是共产党员做事情、干事业 

的驱动力，缘自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在具体工作实践 

中，表现为对人民、国家和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担当，在服 

务群众中体现成就、体验幸福。就像教师总是欣慰于学 

生的成长和成才，医生总是关心病人的康复一样，悦人精 

神是一种人类需求层次中最高端的价值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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