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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项规定一子落地， 作风建设满
盘皆活。 今年 3 月， 党中央决定， 全国两
会后至 7 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 成为新形势下加
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开局破题之策。
在此之际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版
了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
编》， 该书分列 9 个专题， 收录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相关论述
共 299 段， 分四个逻辑层次阐明新时代加
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 核心要义、
实践路径和必然要求， 集中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持之以恒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理论
指导和现实遵循。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 有
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贯彻和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 持之以恒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时
代背景和科学内涵。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作风就是

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死
存亡。” 深刻指明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的实践缘起和重大意义。 纵览党的百余
年历史，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
命、 建设、 改革的伟大成就， 迎来了从站
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其中
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斗争
和实践中培育并坚守 “重视党的作风建
设” 的光荣传统。 延安时期， 我们党从事
关生死存亡的高度审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
义、 教条主义思想， 通过系统总结和吸取
历史经验教训， 开展了整风运动， 旨在提
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后， 党的建设面临的
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部分党员、 干部产生
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及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的侵蚀和影响， 出现了贪污受贿、 官僚主义等现象， 严重影响
到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对此， 党中央决定开展 “三反”
“五反” 斗争， 查处了一批贪污大案， 清除了一批贪污分子，
成为党执政后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保持清正廉洁和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一次成功实践。 新时代以来， 党的作风建设取得历史
性成就， 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 “四风” 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的
形象， 破坏党群关系， 如果任其发展， 就有失去民心、 丧失政
权的危险。 基于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 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开
局破题之策， 以钉钉子精神纠治 “四风”， 刹住了一些长期没
有刹住的歪风， 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为以作风建
设新成效赢得人民拥护、 巩固执政根基提供了重要支撑。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要义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党的作风反映的是党的形象

和素质， 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和集中体现， 党性的强弱决定了党
的作风是否优良。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能否解决
好作风问题， 是衡量共产党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及践行群众史观的重
要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 固本
培元。” 因此， 必须从根源上找出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透过作风看党性， 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处理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中国
共产党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 作风问题解决
不好， 不良风气纠正不过来， 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 失去血
脉、 失去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党面临的 ‘四大考
验’、 ‘四种危险’ 将长期存在。” 其中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危
险，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因此， 加
强作风建设， 必须始终抓住 “处理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
题” 这个核心， 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贯彻群众路线、 站
稳人民立场，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工作之中， 不断夯实党的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首先，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续深化纠治

“四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
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以徙木立信之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刹
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 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
疾， 使得党风政风社风焕然一新， 党的群众基础更加牢固。 实
践证明，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力度大、 反映好、 效果
优， 逐渐成为烙在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的 “关键词” 和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的 “代名词”。 但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四
风” 问题具有顽固性、 反复性、 变异性和传染性， 有些问题依
然以变相和地下的状态存在着， 一些 “四风” 隐形变异新动向
冒头 ， 衍生出诸如形式主义 “APP 化 ”、 官僚主义 “软钉子
化”、 享乐主义 “躺平化” 以及奢靡之风 “马甲化” 等 “四风”
新变种。 对此， 我们要深刻理解总书记强调的 “中央八项规定
不是五年、 十年的规定， 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 硬杠杠”，
要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续深化纠治 “四
风”， 推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其次， 坚持自上而下、 以上
率下， 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风
廉政建设， 关键在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 “关键少数”， 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 “风向标”。 抓作风建
设必须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发挥领导干部改进作风的表率
作用， 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好头、 起好步、 做示范， 争当优良
作风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同时， 领导干部作为 “关键少数”，
其良好的作风不仅影响党的作风、 事关个人发展前途和政治生
命， 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社风民风。 因此， 领导干部要严于律
己、 以身作则、 行为示范， 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
善。 最后，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
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抓……以优良作风作引领， 以严明
纪律强保障， 以反腐惩恶清障碍”， 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
了前进方向。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 一方面要以严明纪律
保障优良作风， 这既是党百余年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 又
是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要坚持风腐同查
同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
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者互为表里、 同根同源、 相互滋生助长。 因此， 必须要同
查、 同治， 从源头着力、 向治本推进。

深入理解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苏秀珍

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推进
作风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 以作风
之变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擘画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作风问题核心
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的重
要论述， 深刻揭示了作风建设的本
质， 蕴含深厚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担
当， 为全党深入理解作风建设提供
了根本遵循 。 我们需从理论逻辑 、
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三个维度来把
握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

一、 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坚实基石

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 人民
群众始终是历史发展、 社会变革的
主体力量。 唯物史观强调， 一切社
会物质与精神财富皆源于人民群众
的创造， 社会变革的澎湃动力亦来
自人民。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 自诞生起便将 “一切为了
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镌刻于旗帜
之上， 融入自身发展脉络之中。

作风问题从根子上看， 是对待
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 党员干部是
否真正视群众为国家与社会的 “主
人 ”， 而非自身权力的 “旁观者 ”；
是否将群众利益高悬于一切工作起
点 ， 作为决策与行动的终极目标 ，
这是检验作风的首要标准。 形式主
义、 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 背离唯
物史观， 是主观主义、 唯心主义的
作风投射； 奢靡之风、 懒政怠政的
不良现象， 实则是颠倒 “公仆” 与
“主人” 关系， 严重违反党的性质与
宗旨， 动摇党的群众根基。

党的作风如同精准的 “晴雨
表 ”， 时刻映照党群关系的亲疏冷
暖。 优良作风是党赢得群众信任的
基石与桥梁： 坚持实事求是， 扎根
基层调研， 精准回应群众诉求； 秉
持艰苦奋斗， 与群众同甘共苦， 传

递党与人民心手相连的温度； 密切
联系群众， 畅通民意反馈渠道， 让
群众切实参与到党的事业建设中来。
如此作风， 方能让群众真切感知党
的关怀与力量， 凝聚起万众一心的
磅礴力量。

群众监督则是作风建设的强大
引擎 。 群众的反馈 、 批评与建议 ，
宛如一面镜子， 映照出作风的优劣
得失。 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 若失
去群众监督的约束， 必将在肆意蔓
延中滋生蔓延， 侵蚀党的健康肌体，
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二、 历史逻辑： 百年大党风华
正茂的传世法宝

回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
年征程， 作风建设始终是党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关键密码。 革命战争年
代， 党深刻洞悉人民对土地、 自由
与尊严的渴望， 与人民群众紧密相
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党领导农
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
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满足其核心利
益诉求。 农民群众由此化身革命的
主力军， 积极支援前线， 保障革命
战争的物资与人力需求。 党与人民
群众间的紧密联系， 化作风清气正
的良好作风， 成为党在战争烽火中
站稳脚跟、 不断壮大、 迈向胜利的
制胜法宝。

毛泽东同志在 《论联合政府 》
中， 将 “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
最密切的联系” 概括为党的三大优
良作风之一， 庄严宣示 “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
的根本宗旨。 凭借与群众的血肉联
系 ， 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 ，
攻克重重难关， 推翻压在人民头上
的 “三座大山”，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 历史铁律昭示： 作风正，
则民心聚， 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作
风歪， 则民心散， 革命进程面临波

折。
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

作风建设成为执政兴国的坚固护盾。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 党 以 “三 反 ”
“五反” 运动为抓手， 坚决刹住官僚
主义、 享乐主义等不正之风， 守护
新生政权的纯洁性与公信力。 改革
开放大幕开启，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
瞩地强调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
泉”， 明确指出 “党的组织、 党员
和党的干部， 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
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 为改革开
放事业凝聚起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
智慧力量。

步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 以中央八项规定为
突破口， 以坚如磐石的决心、 恒心，
持续推进作风建设， 驰而不息纠治
“四风” 问题。 基于此， 刹住了一些
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 纠治了一些
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党风政风民
风焕然一新， 党心军心民心高度凝
聚。 纠正 “四风” 不能止步， 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 党的作风正， 人
民的心气顺， 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
苦。 反之， 党的作风不正， 人民的
心气不顺， 党和人民就会离心离德。

三、 实践逻辑： 新时代作风建
设的精准靶向

立足当下， 作风问题依然呈现
出顽强的反复性与隐蔽性， 成为阻
碍党群关系、 影响事业发展的绊脚
石。 有的干部面对群众诉求， 推诿
塞责、 敷衍应付， 沉迷于 “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 让群众面对冰冷的屏
幕、 无解的困境； 有的决策者脱离
实际， 盲目跟风上项目， 打造华而
不实的 “面子工程”， 留下烂尾的烂
摊子 ， 造成资源浪费与民生伤害 ；
更有甚者， 特权思想如毒瘤般作祟，
侵害群众切身利益。 这些作风顽疾，
表面看似是工作方法 、 态度问题 ，

实则折射出党群关系的疏离———遗
忘了 “我是谁 、 为了谁 、 依靠谁 ”
这一根本命题， 长此以往， 必将削
弱党的凝聚力、 向心力与号召力。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作风
问题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
题。”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 全党必须坚守人民
立场， 将群众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
作的首要标准。 工作开展前， 深入
基层问需于民， 倾听群众呼声， 精
准把握群众需求； 决策过程中， 广
泛问计于民， 汲取群众智慧， 凝聚
群众共识； 工作成效评判时， 诚恳
问效于民， 接受群众检验， 让作风
建设成果经得起岁月沉淀与人民检
验。

以钉钉子精神， 持续发力 、 精
准纠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聚焦
住房、 教育、 医疗等民生关键领域，
下大力气整治 “微腐败” “中梗阻”
等问题， 让群众在正风肃纪反腐进
程中 ， 触摸到生活的改变与温度 。
建立健全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将
作风建设有机融入全面从严治党体
系， 构建 “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
腐” 的作风建设闭环体系， 以优良
作风筑牢党群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
是党的形象名片 ， 关系人心向背 ，
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 在强国建设 、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 唯有始终
将作风问题视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
的 “纽带”， 紧紧抓牢、 不懈耕耘 ，
方能确保党永远赢得人民信任与支
持， 筑牢坚如磐石的执政基础。

“欲 事 起 天 下 利 而 除 万 民 之 害 ”
———《淮南子·修务训》勤政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高 旭 王静博

诞生于淮南热土上的中华经典
《淮南子》， 蕴含极为丰富的治国理
政思想， 其中关于勤政廉政的论述
颇多， 《修务训》 一篇对此便有着
充分体现。 《修务训》 聚焦 “圣人
忧民” 的核心观点， 深入总结了中
华古典政治发展经验， 对神农、 尧、
舜 、 禹 、 汤等古代圣王以及伊尹 、
吕望、 百里奚、 管仲、 孔子、 墨子
等古代圣贤 “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
的卓越政治实践及优良作风给予了
高度的肯定褒扬， 认为他们都是值
得后世政治家积极取鉴与效法的历
史典范。

一是重于 “忧民” 为本的治道
理念。 《修务训》 指出， 神农、 尧、
舜 、 禹 、 汤等五位圣王以及伊尹 、
吕望、 百里奚、 管仲、 孔子、 墨子
等六位圣贤， 其平生政治实践及功
业均体现出 “忧民” 为本的治道理
念， 俱为 “忧劳百姓甚矣” 的杰出
政治家。 以 “神农” 为例， 《修务
训》 云： “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
相土地燥湿肥墝高下之宜， 尝百草
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辟
就。 当此之时， 一日而七十毒”；以
“禹”为例，《修务训》云：“禹沐霪雨，
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 辟伊阙，
修彭蠡之防 ， 乘四载 ， 随山刊木 ，
平治水土， 定千八百国”； 再以 “墨
子” 为例， 《修务训》 又云： “墨
子无暖席” “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
足重茧而不休息， 裂衣裳裹足， 至
于郢见楚王”， 为调和楚、 宋两国，
反战弭兵 、 安定百姓而奔走呼吁 。
“神农” “禹” 和 “墨子” 身上所反
映出的 “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
“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的民
本理念及精神， 在 《修务训》 看来，
即是 “圣人者， 不耻身之贱而愧道
之不行” 的 “治道” 理念的具体表
现。 古代圣王与圣贤们之所以能将
天下百姓的安危存亡、 苦乐忧患深
系心中 ， 不畏万般艰辛为民谋利 ，
究其根由 ， 正因他们是将 “忧民 ”
为本视为天然的政治使命与责任的

政治家， 更是真正能够 “忧劳百姓
甚矣” 的实践者。 重于 “忧民”、 以
民为本，乃是他们内在珍视与追求实
现的人生之“道”、政治之“道”。以故，
“道 ”之所在 ，便是 “命 ”之所系 ，“忧
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及实践成为了承
载“神农”“禹”和 “墨子” 所代表的
古代圣王与圣贤们 “道” “命” 合
一理想的关键依托。

二是勇于 “兴利除害” 的勤政
实践 。 《修务训 》 认为 ， “忧民 ”
为本的治道理念及精神， 促使古代
圣王与圣贤们将 “为民兴利除害 ”
“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始终
作为勤政务实、 造福苍生的核心宗
旨。因此，“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
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汤
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
民氓 ，布德施惠 ，以振困穷 ，吊死问
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伊尹负鼎而干汤 ， 吕望鼓刀而入
周， 百里奚转鬻， 管仲束缚， 孔子
无黔突”， 古代圣王与圣贤们并没有
空谈 “忧民” 为本的政治理念， 而
是坚持将其付诸实践 ， 力求通过
“兴利除害” 的种种作为真实地体现
出来， 让天下百姓不仅免于自然灾
害、 战争动荡的侵扰， 而且能更加
便利地从事生产， 更为安稳的正常
生活， 享受到善政良治带来的现实
益处。 历史上凡是卓越不俗的政治
家， 都是能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
天下之乐而乐” 的仁人志士， 在他
们身上闪耀着中华先贤愿 “以一人
之苦换天下之乐， 以一人之勤安天
下百姓 ” 的光辉的政治牺牲精神 。
也因此， 《修务训》 指出， “百姓
亲附” 舜、 汤一般的古代圣王， 感
怀如伊尹 、 吕望 、 百里奚 、 管仲 、
孔子一样的圣贤人物， 认为他们是
解民忧苦 、 为民造福的政治伟人 。
《修务训》 对古代圣王与圣贤们的推
崇， 洋溢着对政治实干精神的赞赏
之情 ， 在其看来 ， 勇于勤政务实 、
兴利除害， 能够推动现实政治走向
“地无不任， 时无不应， 官无隐事，

国无遗利， 所以衣寒食饥， 养老弱
而息劳倦也” 的良好发展， 正是政
治家们积极 “有为”、 泽被苍生的事
功体现， 理应被充分肯定。

三是慎于 “奉养其欲” 的廉政
作风。 《修务训》 不但强调古代的
圣王与圣贤们的勤政实践， 而且还
特别指出： “古之立帝王者， 非以
奉养其欲也； 圣人践位者， 非以逸
乐其身也”， 认为这些卓越的政治家
都是在物质享受上比较澹泊之人 ，
皆胸怀 “非以贪禄慕位， 欲事起天
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 的政治格局 ，
是能将 “勤政” 与 “廉政” 有机统
一起来的不俗之人 。 “神农憔悴 ，
尧瘦癯， 舜霉黑， 禹胼胝” “孔子
无黔突， 墨子无暖席”， 如若这些古
代的圣王与圣贤只是贪图世俗的荣
华富贵、 安逸享乐， 则必定无法忍
受长期艰辛的劳苦实践， 也不会给
自身肉体带来远超常人的艰苦考验。
只有以天下为重、 以百姓为本的政
治家 ， 才能不被物质欲望所奴役 ，
不陷溺于奢靡享受的泥淖之中， 变
成虐民自恣、 丧德亡身、 祸乱家国、
遗臭后世的桀纣之辈 。 于此可见 ，
主张与推崇 “非以奉养其欲” “非
以逸乐其身” 的政德思想， 是 《修
务训》 深刻反思中华古典政治发展
经验后所提出的富含廉政意蕴的理
论产物。

四是贵于 “非以贪禄慕位” 的
政治境界。 在 《修务训》 看来， 神
农、 尧、 舜、 禹、 汤等古代圣王以
及伊尹、 吕望、 百里奚、 管仲、 孔
子、 墨子等古代圣贤， 其高尚的政
治人格是同 “非以贪禄慕位” 的政
治格局与精神境界密不可分的。 他
们皆是将 “愧道之不行” “忧百姓
之穷” 的理念精神放到了政治生涯
的首要地位来对待， 并且一生勤于
践履 、 甘之如饴 ， 从未放弃初衷 、
遇难而退。 “夫圣人之心， 日夜不
忘于欲利人， 其泽之所及者， 效亦
大矣 ”， 古代圣王与圣贤们用自身
“忧民 ” “利人 ” 的政治理念及实

践， 生动诠释了中华古典政治所拥
有的 “天下为公” 的超凡境界， 为
后世留下了可以烛照千古的珍贵的
精神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6 月 2
日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座 谈 会 上 指 出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
素”， 如 “天下为公、 天下大同的社
会理想， 民为邦本、 为政以德的治
理思想” “修齐治平、 兴亡有责的
家国情怀， 厚德载物、 明德弘道的
精神追求， 富民厚生、 义利兼顾的
经济伦理” “实事求是、 知行合一
的哲学思想” 等， 这些重要元素共
同塑造出了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 是有力推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 《淮南
子·修务训》 聚焦 “圣人忧民” 的核
心观点所阐发的勤政廉政理念， 其
内蕴的社会理想、 治理思想、 家国
情怀、 精神追求、 经济伦理及哲学
思想， 无一不彰显出中华政治文明
从 “古典” 到 “当代” 一以贯之的
真精义、 真精神！ 立党为公、 执政
为民 ，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系 、
宗旨所在， 百年以来的辉煌党史更
是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 “欲事
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的中华古
典政治理念及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
者。 当前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着力以作
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
护，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巩固党的
执政根基， 既是对立党为公、 执政
为民的初心宗旨的再次淬炼与彰明，
也是对 “忧民” 为本、 兴利除害的
中华古典政治理念及精神的最好的
时代回应。 当我们重新审思诞生于
淮南热土上的中华经典 《淮南子 》
所倡导的 “忧民” “利人”、 勤政廉
政的理论主张时， “圣人之忧劳百
姓甚矣” 的深沉智慧之声， 仿若穿
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 化作新
时代的黄钟宏音， 激荡响彻在所有
渴望和期冀民富国强、 民族复兴的
中国人的心间……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