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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绩, 也

积累了宝贵经验: 始终高度重视, 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来抓; 密切联

系群众, 坚持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 坚持同向同时发力, 通过思想

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来推进作风建设; 坚持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的模

范带头作用。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光辉历程及其基本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

对于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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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作风是全党包括党员和党的组织在思想、 学习、 工作、 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

言行, 是党的性质、 宗旨、 纲领、 路线和世界观的重要体现, 是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

要内容, 反映着党的政治立场、 内在精神和整体素质, 关系着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作风

建设, “就是要端正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思想作风、 学风、 工作作风、 领导作风和干部

生活作风, 树立与党的性质、 宗旨相适应的良好风尚冶淤, 它包括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工作作风建

设、 领导作风建设、 干部生活作风建设, 以及党的学风建设、 文风建设、 会风建设等多个方面, 是

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增强了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密切了党群关系,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衷心支持和拥护。 系统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党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光辉历程, 认真总结其

基本经验, 对于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对于我们党更好

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 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们党积极应对世情、 国情、 党情的新变化, 自觉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新任务、 新要求, 不断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来, 我们党加

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光辉历程, 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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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阶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

优良作风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但在 “文化大革命冶 期间, 党的优良作风遭到

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因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们党迫切需要加强作风建设, 把党的优良

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同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 西方资产阶级

的腐朽思想文化也通过各种渠道乘隙而入, 冲击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大力加强作风

建设。
第一,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重视作风建设是党的光荣传统, 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

践中, 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 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 坚持和发扬这些

优良作风, 是党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 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一个

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 但是, 在 “文化大革命冶 期间, 由于各种 “左冶 的错误思潮的影响, 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受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为此, 1975 年 7 月, 邓小平就深刻地指出: “搞好安定团

结,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需要加强党的领导, 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 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冶 1977 年 7 月, 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 要把 “毛泽东同志的建党

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恢

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搞好党的作风建设, 并把它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

进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他明确指出: “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 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 群众路

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 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冶淤 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进一步发扬,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也逐步恢复重建并开展

工作, 全党上下团结一心,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 开展全面整党, 改进党的作风。 为了纠正 “文化大革命冶 的错误, 克服党内存在的思想

不纯、 作风不纯、 组织不纯现象, 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党性修养, 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党的十二大决定进行全面整党。 1983 年 10 月,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

党的决定》, 对整党的基本任务、 基本方针、 基本要求、 政策和方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从 1983 年

冬季开始到 1987 年 5 月, 我们党用三年多的时间, 分期分批对广大党员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了一

次全面的、 系统的整顿。 经过这次整党, 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纠正了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

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 打击和处理了一批以权谋私、 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 纯洁了党的组织,
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党不仅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面恢复和发扬了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而且纠正了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 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提

升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同时也为

以后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第二阶段: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

折。 受此影响, 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产生动摇, 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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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 市场经济的逐利原则也开始渗透到党内生活

中来, 腐蚀着党的肌体。 这些都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严

峻挑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始终把党的作

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不断加强和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第一, 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深入开展以 “三讲冶 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为

了克服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浮漂、 不关心群众利益的现象, 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改进党

的作风, 1990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

的决定》。 该 《决定》 不仅从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盛衰兴亡的高度, 深刻阐明了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而且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明确提出了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目标、 任务、 方法和具体措施。 该 《决定》 在全党的

贯彻落实, 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 公仆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 解决了党群关系中存在的

一些突出问题, 疏通和拓宽了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 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有效改

进了党的作风。 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进一步推进作风建设, 1998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 “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冶 为主要内容

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 对这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求、 必须遵循的原则、 步骤和方法等做了具体

的说明和部署。 随后, 我们党用了近两年的时间,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 在全党的领导干部中分级

分批地深入开展了以 “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冶 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 这次教育活动

发扬了延安整风的精神, 坚持把党性分析、 自查自纠与民主评议结合起来, 使全党同志, 尤其使领

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 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端正了党风, 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
第二,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做到 “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冶。 进入 21 世纪后, 国际环境和

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挑战。 为了成功应对这些新

问题新挑战, 改进作风建设, 2001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 着重研究了加强和改进党的

作风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 并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该

《决定》 不仅阐明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 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 而且全面分析了

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给我们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的主要任务就是: “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冶, 即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反对因循守旧、 不思进

取;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反对照抄照搬、 本本主义;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反对独断专行、 软弱涣散; 坚持党的纪律, 反对自由主义; 坚持清正廉洁,
反对以权谋私; 坚持艰苦奋斗, 反对享乐主义; 坚持任人唯贤, 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该 《决
定》 发出后, 全国广大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该 《决定》 精神的基础上, 努力做到 “八个坚持、
八个反对冶, 党的作风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面对国际国内环

境的深刻变化,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成功探索了通过 “三讲冶 教育来解决党性

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加强作风建设的新方法, 提高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 使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
3. 第三阶段: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

进入 21 世纪, 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各种思

想文化相互激荡。 我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关键时期,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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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穷。 我们党所处的环境、 肩负的任务和党员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世情、 国情、 党情的

新变化, 对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面对世情、 国情、 党情的新变化, 积极采取新思路新举措, 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第一, 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促进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后, 为了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为了进一步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推进

党的作风建设,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4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发

出 《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

见》, 对这次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 指导原则、 总体目标、 任务要求和方法步骤做了明确的规定和

部署。 从 2005 年 1 月开始到 2006 年 6 月底, 我们党用一年半的时间, 分三批先后在县及县以上党

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 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 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 这次教育活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和教育全党, 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和实际工作来进行, 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 而且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先

进性意识和服务群众的自觉性, 进一步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 有力地促进了党的作风建设。
第二, 倡导 “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冶, 提出 “四个大兴冶 的要求。 2007 年 1 月, 胡锦涛在中央

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弘扬新风正气, 抵制歪风邪气, 全面加

强思想作风、 学风、 工作作风、 领导作风、 干部生活作风建设, 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
学以致用; 心系群众、 服务人民; 真抓实干、 务求实效;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 顾全大局、 令行禁

止; 发扬民主、 团结共事; 秉公用权、 廉洁从政; 生活正派、 情趣健康等 “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冶。
2009 年 9 月,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又明确提出 “四个大兴冶, 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大兴艰苦奋

斗之风、 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冶 和 “四个大兴冶, 既继承和发扬了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为党的作风建设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提出

了新的时代要求。 在全党大力倡导 “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冶, 认真落实 “四个大兴冶 的要求, 不仅

进一步改善了党的作风, 密切了党群关系, 而且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促进了经济社

会的又快又好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面对世情、 国情、 党情的新变化, 以改革

创新精神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党的作风建设, 在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的基础上, 努力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作风, 进一步发挥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增强了党员

干部的先进性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使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4. 第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

化深入发展。 新形势下, 精神懈怠危险、 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

摆在全党面前, 迫切需要增强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同时, 我们党

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 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党的作风建设。 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坚持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抓作风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推出了一系列

重大举措, 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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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集中整治 “四风冶 问题。 2012 年 12 月 4 日, 党的十

八大刚刚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审议通过了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作为

解决作风问题的切入口。 为了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深入推进作风建设, 2013 年 5 月, 中共中央又

印发了 《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 对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

义、 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 方法步骤、 组织领导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并明确指出这次教育实践活

动要着力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 “四风冶 问题。 从 2013 年 6 月开始到

2014 年 10 月,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全党以 “为民、 务实、 清廉冶 为主题, 按照 “照镜子、 正

衣冠、 洗洗澡、 治治病冶 的总要求, 自上而下分两批扎实深入地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 通过这次教

育实践活动, 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对形式

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 “四风冶 问题进行了大排查、 大检修、 大扫除和集中整

治, 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自觉性, 密切了党群关系, 有效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
第二, 开展 “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 推进党风持续好转。 2014 年 3 月, 习近平在参加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 既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 又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冶淤 “三严三实冶 的提出, 不仅明确了新

形势下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 为政之道、 成事之要, 而且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

了重要遵循。 2015 年 4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 “三严三

实冶 专题教育方案》, 对开展 “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的重要意义、 总体目标、 任务要求进行了明确

的说明, 并对组织实施的方法和步骤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抓住了领导干部这

个 “关键少数冶, 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 “三严三实冶 专题

教育中, 各级领导干部严格对照 “三严三实冶 要求, 深入查找和整改自己在修身、 用权、 律己、 谋

事、 创业、 做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在思想、 作风、 党性上进行了又一次集中

“补钙冶 和 “加油冶, 提高了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促进了党风的持续好转。
第三, 开展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 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为了巩固和拓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 “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的成果, 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 组织、 作

风、 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党中央决定,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活动。 2016 年

2 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冶 学习教

育方案》, 对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2017 年 3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

发了 《关于推进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从讲政治的高度, 阐明了推进 “两
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 提出了推进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目

标和任务, 并要求把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纳入党支部 “三会一课冶 等基本制度之中。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是推动党内教育从 “关键少数冶 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

举措。 在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中, 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 坚持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 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 努力做讲政治、 有信念, 讲规矩、 有

纪律, 讲道德、 有品行, 讲奉献、 有作为的 “四讲四有冶 合格党员, 进一步增强了政治意识、 大局

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锲而不

舍、 驰而不息地推进作风建设, 取得了卓著成效, 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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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显著增强, 党群关系明显改善, 党心民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 人民群众对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 75% , 2013 年是 81% , 2014 年是 88郾 4% , 2015 年是 91郾 5% ,
2016 年是 92郾 9% , 逐年走高。冶淤 这些数据清晰表明了党的十八以来作风建设的卓著成效, 充分反

映了人民群众对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成效的高度认可。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党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 40 年来, 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显著增强,
党群关系明显改善, 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同时, 我们党在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也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总的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始终高度重视, 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来抓

党的作风反映着党的内在精神和整体素质, 关系着党的形象和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作风好, 党

的形象就好, 党的肌体就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的作风出了问题, 党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害, 党的肌体

就会受到侵蚀。 因此,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来抓。 这是我们党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 腐化变质的现象, 邓

小平就曾严肃地告诫: “这股风来得很猛。 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 不坚决刹住这股风, 那么, 我

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 ‘改变面貌爷 的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冶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 “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冶盂 胡锦涛也

明确指出: “党的作风体现党的宗旨, 关系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冶榆

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习近平坚持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同样从关系党

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抓作风建设。 他反复强调: “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

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冶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 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 就

有失去民心、 丧失政权的危险。 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对作风问题任

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冶虞 正因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关系党和国

家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锲而不舍、 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才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2. 不断密切联系群众, 坚持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真正的英雄, 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

力量。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服务群众, 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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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 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共同奋斗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因此,
坚持把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 不仅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不仅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也

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是一项长期的、 艰巨的、 繁重的事业。 我们党要顺利

推进改革开放, 就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并以此为核心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使

改进党的作风的过程与推动改革开放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作风问题核心

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加强作风建设,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 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

上来, 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 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冶淤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始终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

个核心问题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始终坚持同人民群众心连心、 同呼吸、 共命运, 不断实现、 维

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真正实现了改进党的作风的过程与推动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过程

的有机统一, 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
3. 坚持同向同时发力, 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来推进作风建设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加强作风建设, 就要坚持思想建党, 从思想教育入手, 不断坚定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 党性修养和道德水平。 只有这样, 才能正本清源,
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永葆共

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为作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 同时, 加强作风建设也要坚持制度治党,
因为 “制度问题不解决, 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冶,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

长期性冶于。 只有坚持制度治党, 不断加强制度建设, 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强化对党员干

部不良作风和行为的刚性约束, 形成用制度管权、 管事、 管人的长效机制, 为作风建设提供有力的

制度保障。 由此可见, 思想建党是作风建设的基础, 制度治党是作风建设的保障, 推进作风建设,
就必须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 使二者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共同发挥作用。 正如习

近平所说: “从严治党靠教育, 也靠制度, 二者一柔一刚, 要同向发力、 同时发力。冶盂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始终坚持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来推进作风建设。 一方面,
我们党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先后开展了以 “三讲冶 为主要内容的党

性党风教育、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三严三实冶 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等, 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洗礼和马克思主义教育, 补足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之

“钙冶, 修好了党性教育这门共产党人的 “心学冶, 拧紧了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冶,
从而有效扼制了各种出轨越界、 跑冒滴漏现象, 进一步夯实了作风建设的思想道德基础。 另一方面,
我们党坚持制度治党, 不断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 制定修订了包括党章、 准则、 条例、 规则、 规定、
办法、 细则在内的一大批重要的党内法规, 及时清理和废止了一些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党内法规, 初

步形成了一个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为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正因为

我们党在推进作风建设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 使二者同向发力、 同

时发力, 才充分发挥了思想自律和制度他律的作用, 形成了良好的叠加效应, 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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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4. 坚持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论语·子路》 曰: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冶 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

的骨干力量, 作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带头人, 其行为和作风对党风、 民风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领导干部的作风好, 就会引领和带动党风、 民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 领导干部

的作风不好, 就会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破坏党群干群关系。 因此, 抓作风建设, 就要

从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抓起, 坚持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早在 1979 年 11 月, 邓小平就发表了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一文, 在文中明确指出:
“为了整顿党风, 搞好民风, 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冶淤 江泽民也明确指出: “在全党的思想、 作

风建设中,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作出表率。冶于 胡锦涛也明确要求: “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

成为政治坚定、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勤政为民、 恪尽职守、 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 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冶盂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作风建设要从领导干部抓起, 充分发挥领导干

部这个 “关键少数冶 的模范带头作用。 他反复说: “党风廉政建设, 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领导干部

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 正所谓己不正, 焉能正人。冶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说到

的就要做到, 承诺的就要兑现, 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冶榆 实践证明, 正是由于我们党在作

风建设中始终坚持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才形成了 “一级做给一级看、 一

级带着一级干冶 的良好氛围和巨大的 “头雁效应冶, 不仅引领和带动了党风的持续改善, 而且也以

优良的党风引领和带动了民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持续改善。

三、 党风建设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不断推进作风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绩。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作风建设, 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不可

能刹住的歪风邪气, 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 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 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 组织不纯、 作风不纯

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不正之风仍然多发, 解决党内作风上深层次问题

的任务依然繁重。
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 在新的形势下, 党的作风建设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 当今世界

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 文化

多样化的深入发展, 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渗透,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

加尖锐复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 组织形式、 就业方式、 利益关系和

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选择性、 多变性、 差异性也明显增强。 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市场经济的重利性、 等价交换原则等也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 腐蚀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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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的思想。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 也增加了党脱离群众的风险, 容易滋生官僚主义、 形式主

义等不良作风和以权谋私、 贪污腐化的行为。 这些都给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要成

功应对这些严峻挑战, 我们党就必须以坚如磐石的决心, 抓常、 抓细、 抓长, 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

深入, 而决不能掉以轻心、 漠然视之。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在作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毋庸讳言, 也

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教训,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必须要常抓不懈, 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而不能 “时紧时松冶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反复强调作风建设, 但作风建设在实际的推进

过程中, 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出现了 “抓一抓有好转, 松一松就反弹冶 的现象。 一些作风问题在

抓的时候, 有所收敛, 但稍有松懈, 就又死灰复燃, 甚至变本加厉。 对此, 习近平在回顾我们党的

作风建设时就曾深刻指出: “这么多年, 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 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反而

愈演愈烈, 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长一茬。 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

性估计不足, 缺乏常抓的韧劲、 严抓的耐心, 缺乏管长远、 固根本的制度。冶淤 作风建设不可能一蹴

而就、 毕其功于一役, 更不能一阵风、 走过场, 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
坚持以锲而不舍、 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常抓不懈, 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从而彻底走出

“时紧时松冶 的怪圈, 推进作风建设的持续好转。
2. 必须使党的各项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而不能变成 “稻草人冶 “纸老虎冶
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保持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 为了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 推进党的作风建设,
增强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我们党制定了各项纪律, 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但当前把党的纪律当摆设, 或者在执行党的纪律时打折扣、 做选择、 搞变通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单

位仍然存在。 有的地方和单位讲面子不讲规矩, 讲关系不讲原则, 潜规则盛行; 有的地方和单位在

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执行党的纪律上采取选择性的态度, 合意的就执行、 不合意的就不执行; 还有

的地方和单位只是把党的纪律写在纸上、 贴在墙上, 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 党的纪律变成了 “稻草

人冶 “纸老虎冶。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我们必须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做

到有纪必执、 有违必查, “老虎冶 “苍蝇冶 一起打。 无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务多高, 只要是触犯了党

纪国法, 都要一查到底, 决不姑息。 坚决纠正随意变通、 恶意规避、 无视纪律的现象, 严肃查办有

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行为, 不留 “暗门冶、 不开 “天窗冶, 防止 “破窗效应冶, 让铁规发力、 让禁令

生威, 以更好地规范全体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 促进良好党风的形成和发展。
3. 必须坚持以最严格的标准、 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 而不能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 也是治好党、 搞好党的作风

建设的基本要求。 但在作风建设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和单位却没有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贯彻落实到位,
出现了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的现象。 正如习近平所说: “这些年来,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 ‘四风爷 问

题越积越多, 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 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 根子就在从严治党

没有做到位。 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 但没有管到位上, 没有严到份上。冶 “现在的主

要倾向不是严了, 而是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 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冶于 因此, 我们必须要严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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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坚持以最严格的标准、 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 对各种歪风邪气要敢于发声亮剑、 敢于批

评斗争, 不断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 对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冶 要加强监督管

理, 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章和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使领导干部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
做到真管真严、 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 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真正贯彻落实到位, 作风建设取得

实效。
我们在认真学习党推进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的同时, 也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这对于更好地推

进当前和今后党的作风建设, 都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 任何政党的作风建设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推进的。 因此, 它必然会受到所处的社会的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外

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由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 民主

还不完善、 法治还不健全, 再加上我国历史上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 “官本位冶 意识、 等级观

念、 宗法观念等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尚未完全肃清。 这些因素的存在, 都会对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产生

影响、 形成制约。 因此, 我们在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的同时, 还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并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为作风建设创造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更好地促进和推动作风建设向纵

深发展。
总之, 当前党的作风建设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任重道远。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 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始终要把

加强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紧紧抓在手上, 发扬钉钉子精神, 保持力度、 保持韧劲,
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 不断取得作风建设的新进展、 新成效, 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
而且不能、 不想沾染歪风邪气, 使我们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 使我们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 经得起任何风险考验、 朝气蓬

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也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 推

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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