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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法治思维，

既严格在宪法、法律的约束下行使权力，同时又要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

干部队伍素养的优劣，决定着社会治理能力的高

低。树立法治思维，提升法治能力，是涵养干部素养十

分重要的内容。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把

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

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

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要加强政

德修养。

1　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修养的重大意义

所谓政德就是指官员的职业道德，也就是官员在工

作实践中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是官员应当

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职业修养。从政重德，是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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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文化传统。很早以前，古人就提出了“为政以德”

的思想，把修身正己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德

就是“为政以德”。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政德修养，加强

领导干部政德修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之基的需要。在

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创建新中国，为了民族的解放、人

民的幸福，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与之相联系的严格的纪律和奋

斗精神，才能真正把中国共产党人推上了中华民族优秀

的光辉的历史人物长廊，成为民族脊梁，这是一种感召

力，感召了全国人民。在社会面临深刻变革的当下，提

倡为政以德、加强政德修养仍然十分必要。

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人民的选择，

民族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他是天经地义合法的。在新

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如果不加创新，不进一步加

强修养，我们现在执政也不意味着永远有这个执政能力。

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四大考

验，同时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的危险、

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党继续不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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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领

导干部政德修养，为保持党的纯洁性，不断提升执政能

力而不懈地努力。

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需要。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对各级领

导干部来说，“执政为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

政德。对百姓而言，衡量党性的纯洁度、评价领导干部

的好与坏，尺子永远只有一把，就是百姓的生活能否切

实改善，人民的幸福指数能否稳定提升 [1]。

政德影响民风，为政者的道德水平如何，在某种程

度上也反映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

水平。一个干部，一任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

么干事，群众的眼睛最雪亮，感受最直接。只会耍嘴皮，

不愿干实事，老百姓不会买账，热衷形象工程，群众的

急难愁事却“选择性治理”，老百姓不会欢迎，只顾眼前

利益，牺牲子孙后代，老百姓不会满意。至于那些沉溺

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私欲膨胀、中饱私囊者，老百

姓更不会容忍。只有不断加强领导干部政德修养，才能

提升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强自身免疫力的需要。加

强政德修养是我党对相关制度设计进行艰辛探索的重要

命题。我们党选拔领导干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德何以如此重要？因为“才”虽是“德”的支撑，

但“德”才是“才之帅”，决定着“才之用”。

当前，领导干部的政德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待是与

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的态度和行动上。一些干

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从近年

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来看，领导干部滑向腐

败的第一步往往是从生活作风开始的，是从官德出问题

开始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行为举止不仅脱离了官德的正

常水准，而且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为什么在同样的

社会条件下、在同样的岗位职务上，有的人能洁身自好、

清正廉洁，而有的人则身陷泥潭、腐化堕落？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官德修养、思想境界不同。现实警示我们，

当前加强干部政德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

出、更加紧迫。

2　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修养的主要途径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政德建设无疑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

审议时讲话着重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把政德摆在

至高无上的位置，突出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

向标。

领导干部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

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

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深化境界，陶冶道德情操，

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2]。要以修身为本、齐家

为基、治国为要、天下为怀，做到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受

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2.1 强化政德修养意识

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

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二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

价值观和道德观紧密结合，官德的标准不能离开社会主

流价值观，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社会认同的共

同思想道德基础。三是树立正确的法治观。与法律规范

和法治教育紧密结合，不能和法律相冲突，不能和法治

教育相冲突。四是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与公民教育、国

民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贯穿于治国理政的过程和环节

之中。

2.2 注重处理好六对关系

一是坚守信仰与务实精神的统一。领导干部必须坚

守崇高的信仰，共产党人的信仰。同时，光坚守信仰，

没实干务实精神也是不行的。二是把握好廉政建设与勤

政为民的统一。既要廉政，又要勤政。三是处理好从政

实践与读书学习的统一。从从政实践中可以获得很多治

国理政的经验，但是毕竟一个人的实践范围和精力有限，

那么读书是很好的办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多读书，要善

读书，要读好书，要多读点历史书。四是尊重传统与勇

于创新的统一。尊重传统，我们固然从中国古代，从本

土化的东西，从我们革命老前辈那儿继承很多治国理政

的经验，很多官德的优秀品质。在新时代，还要勇于创

新。五是公仆意识与担当精神的统一。公仆意识要坚守，

但是这种公仆意识并不意味着你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要

有一种政治责任感，在关键时刻，在危难时刻，要有一

种担当精神。六是处理好作风朴实与品位风雅的统一。

要把实践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或落脚点。

2.3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

要，也是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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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重要保障。

领导干部如果一朝不慎，便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

样的教训太多了，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

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

代价。

一方面，要从内因上强化党员干部的政德修养，从

源头上筑牢拒腐防变防线。面对种种诱惑，领导干部要

珍重自己的人格，珍爱自己的声誉，珍惜自己的形象，

要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只有始终牢记党的宗

旨，在思想深处解决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念，才

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祛

除特权观念和“官本位”意识，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

事想着群众、一切为着群众、永远服务群众。领导干部

应在一件件具体工作和小事中去严格秉持，从做官、做

事、做人的三个维度来强化巩固，努力用忠诚担当、干

净干事，树起政德这面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做到

“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以理想信念立根铸魂，既

要坚持党的纪律和规矩的底线不逾矩，又要坚持追求理

想信念的高线不松懈，才能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稳得

住心神、守得住底线。做到“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

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力“姓公不姓私”，作为

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让权力

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本位，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办

实事、办好事，永葆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做到“严私

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领导干部要心

存敬畏，手握戒尺，加强自律，始终不放纵、不越轨、

不逾矩，时刻明白党员的身份定位，增强政治定力、纪

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3]。

另一方面，要从外因上深化党员干部的他律意识，

从道德制度法律上约束其行为。要强化落实《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

条例》，关键在于既要促进领导干部严于自律，又要强化

对领导干部的他律约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

教育引导，注重破立并举，抓住“关键少数”，推动各级

领导干部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把自己摆进去、

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形成“头雁效应”。要坚

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

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

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

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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