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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领导干部素养 
◆杨丽娟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蕴含丰富的思想

精华。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其重大历史影响和时代内涵，主动积极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提升综合素养，增强工作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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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
和时代内涵，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领导干部成长进步和
履职尽责的重要作用，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贡献，推动人类文

明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

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中包含着许多为人类所共同遵循的
生存智慧，许多正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
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科举制度等都
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
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
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又说：“要
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
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维系中华民
族的生存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
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优秀传统文化可
以说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日新、厚德载物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赋予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
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联系。 

二、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

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
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
有益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充分认识和带头做好这一点，
积极主动地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和道德营养，提高
履职尽责的能力水平。 

（一）学习关于立身做人的思想精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党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
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客观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性质相同、内容相同的思想元素。比
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平生读
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的报国之志，“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
气概等，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让我们感

受到的是家与国、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为我们确立
人生目标、端正价值取向提供了有益参照。 

（二）学习关于修身立德的思想精华，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中华文化非常重视修养身心。比如，“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的修身方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百善孝为先”“家
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等，都主张严格自律，用道德的力量去得
到群众的支持，为领导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改进工作作风提
供了有益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
课，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
人心、赢得事业成就。” 

（三）学习关于廉洁奉公的思想精华，筑牢廉洁自律意识 
党风廉政建设是系统工程，既需要党中央铁腕反腐，也离不

开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清廉自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党员干
部“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 

从“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
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
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的清廉操守，“公生明，
廉生威”的为政之道，到“慎独慎微”的自我约束等，领导干部
都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如何做好清廉自守的实践启
示。 

（四）学习关于识人用人的思想精华，提高人才工作水平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政治活动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长

期治国理政的用人实践中思考、归纳出来关于人才价值的丰富思
想和经验。比如，“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中人才的重要性，“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
中尊重人才的主张，“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
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
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
观其色。”中辨别和考察人才的办法，“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
人之工，不强其拙”中善用人才，避其所短的用人策略等。领导
干部可以从中吸收与借鉴传统用人之道的理论精华，提升干部队
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能力。 

（五）学习以民为本的思想精华，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比如，“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
亦忧其忧”，“民齐者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这些与中
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是一致的。 

以民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
民造福，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些充分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价值观念的当代价值，也是民本思想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对接。 

各级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营养，不断提高综合素养和领导水平，
更好地担负起职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