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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责任，见证担当 

                   ——为政莫忘“三严三实”④ 

李斌 

2014 年 3 月 21日 

 

干事创业，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什么？ 

  新中国初创，百废待兴，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以“先小人后君子”

为原则锱铢必较。他告诫财经干部，“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要

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 

  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一些地方法院频发错判案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想方设法改进审判人员的工作作风，不仅让

人汇编了证据调查的指导手册，还将“随处留心观察”设定为审判人

员的绝大本领。 

  两则故事有一个共同特质，这就是不仅从严上要求，更向实处着

力。陈云务实节俭，成就“红色掌柜”的美名；董必武求实调查，成

为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从严从实，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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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就是要发扬优秀共产党人干

事创业最可宝贵的品质。 

  自古而今，“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实干兴邦始终是治

国理政的至上圭臬，循名责实则是做人处事的金玉良言。反观“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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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兵”的赵括之流，“华而不实，耻也”，教训值得记取。纵观历史，

惟此一实字，乃谋事之基、创业之根、做人之本。今天，对于各级领

导干部来说，实不仅是干事创业的基本要求，更是一种历史责任。能

不能求实、务实，能不能唯实干、重实效，见证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更检验党性与品行。 

  从“办事不吭声”的老实人张思德，到“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的好干部焦裕禄，再到“退休福不享，栽树二十年”的

“草鞋书记”杨善洲，尽管时代方位不断变化，但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始终都是优秀共产党人的本色。今天，要成为我们时代的好干部，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组织上判断一个干部是否敢于担当，是否有责

任心，关键还是看实不实。那些喜欢拍脑袋决策却不顾忌后果、喜欢

权力在握却不愿担当责任的人，那些一说起来滔滔不绝、一做工作却

不行的人，都不会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把实作为一种品质去

追求，作为一种境界去修养，作为一种责任去承担，始终坚持埋头苦

干、踏实肯干，必能担起时代重任，也终究不会吃亏。 

  谋事不实，蓝图再好也不过是画饼充饥；创业不实，梦想再美也

只是黄粱一梦；做人不实，立身之本必定荡然无存。处在改革攻坚期、

社会转型期，实干“则难者亦易矣”，不干“则易者亦难矣”。有“志

不求易，事不避难”的自觉，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才能啃

下硬骨头、打破利益藩篱；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有一张蓝图

干到底的实劲，才能稳实增进人民福祉、坚实成就党的大业。我们党

从严从实要求干部，强调实是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道理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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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风流在担当，万里功名须躬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有“轻

舟已过万重山”的胜利喜悦，也可能面临着“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

太行雪满山”的困难风险。惟有拿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崇实气魄，

拿出骏马追风、驰而不息的踏实精神，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点

点燃亮梦想的荣光。这是神圣的使命，我们应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来源：《人民日报》2014 年 03月 21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