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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塑党的形象的伟大工程
（上接2版）

2014 年之前，这里叫“皇宫大酒

店”，是当地官商聚会的热门场所，一

桌饭菜动辄上万元。

“皇宫”退场，“百姓”登台，折射出

5年来的风气之变。

2013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直指当时

党内不良作风的种种表现：

“现在，一些地方，楼堂馆所何其

豪华，迎来送往何其热闹，前呼后拥何

其壮观，鸟语花香何其艳丽，觥筹交错

何其铺张⋯⋯”

5个“何其”，画出党内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盛行

之相，而不少领导干部却对此习以为

常，安之若素。

“打高尔夫球是与国际接轨，是领

导干部应有的派头”“不收钱就是‘很

清廉’，公款该吃吃该喝喝”“共产党员

也是人，生活条件好了，吃点拿点是小

事”⋯⋯

这些奇谈怪论，一度大有市场。

风气之弊日积月累，不仅成为滋

生腐败的土壤，而且会侵蚀政治生态，

败坏政风民风，疏离党群干群关系。

有时候，吃饭也是政治。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蒋介

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

饭，前者极尽铺张，宴请列支 8 万元；

后者热忱朴素，自掏腰包请了一顿农

家饭。

一顿饭，陈嘉庚看到了中国共产

党这个“山沟里的党”与人民的水乳交

融，看出了这个党质朴廉洁作风中蕴

含的远大志向。

一顿饭，陈嘉庚作出一个判断：中

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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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

两个苹果能值几个钱？

山东巨野县田桥镇政府办公室主

任魏衍顺，恰恰就是在两个苹果上“栽

了跟头”。因为巡查市场时吃拿商户

两个苹果没付钱，魏衍顺被当地纪委

通报，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

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因为群众利

益无小事。

60 多年前，辽西战役如火如荼。

锦州乡间苹果已熟，络绎不绝行军路

过的解放军战士虽饥渴难耐，却一个

都没有摘。

战士们说：“这是人民的苹果。”

一句“人民的苹果”，道出中国共

产党迥异于别的政治组织的特质：严

格的纪律、高尚的品格、为民的情怀。

时间再退回到 1927 年，秋收起义

部队正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毛泽东

却对部队官兵提出要求：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是让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

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作风，就是党在人民心中的样子。

从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入

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了区别

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的优良作风和铁

的纪律，人民群众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

八项规定就是今天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2013 年底，中央纪委通报了黑龙

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

费、致陪酒人员死亡的典型案件。

“应该说一句最心里的话，八项规

定出台得太及时了。”当时一起陪酒的

干部孙书功回忆道，“作为基层干部，

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搞应酬⋯⋯八项规

定出台之后，现在你请他，他都不来

了。”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不信清风唤

不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平均每天

有 140 多人因违反八项规定受到查

处，总计 1.2 万名党员干部被点名通

报。

从省部级领导到乡镇干部，多少

人因为“小小的”作风问题被处理，没

有半个台阶可下，没有一点面子可留。

纪肃则风正。坚持不懈抓作风建

设，厘清的是公与私的关系，摆正的是

官和民的位置。

“上次和乡干部同点一盏灯、同坐

一张桌，还是好多年前在生产队时候

的事。”

江西萍乡，61 岁的村民晏思萍感

慨：“现在干部来得勤了，办实事、办好

事。县长、镇长都坐过我们家的板凳

哩！”

来到人民身边，才能走进人民心

里。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

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

2017年3月，赣南采茶戏《永远的

歌谣》在北京上演。一首传唱 80 多年

的经典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唱出了

人民群众的心声。

在这首民歌的诞生地江西兴国

县，驻村第一书记朱长华随身携带的

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老百姓的各种

急事难事。他把走家串户、访贫问苦

作为必修课，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

听心声、解难题，深得大家信任。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

事成。

北京东城区东四街道，曾经逼仄

的小巷，终于恢复老北京传统胡同的

风貌。居民刘春喜难以忘记，街道干

部们为整治私搭乱建，一次次走街串

巷的身影。

她给朋友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我

不认识他们，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

我认识他们胸前的徽章，一面党旗在

飘扬。”

一片初心不改，五年精心打造，作

风建设的成就已成为十八届党中央献

给十九大的一张亮丽名片。

以使命为要，再塑责任担当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

任。”

2014 年 2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

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这样概括自

己的执政理念。

大道至简。朴实的话语，道出中

国共产党人的追求和品格。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自

觉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前赴后继，矢

志不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

走进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

厅，历史的烽烟扑面而来。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

“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展览时的铿锵话语，道出了时代的强

音。

俄罗斯知名政论家尤里·塔夫罗

夫斯基说，习近平上任仅两周就提出

宏大的“中国梦”战略构想，体现了这

位中共领袖自加压力、负重前行、主动

作为的历史担当。

没有一种责任，比肩负一个民族

的前途命运更重大；没有一项使命，比

实现13亿多人民的共同梦想更伟大。

2015 年 11 月，被称为“史上最高

规格”的扶贫工作会——中央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当

代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对历史的庄严

承诺。会上，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党政

一把手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这就是你们给中央立下的军令

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脱贫攻坚，这是一场只有中国共

产党人才能担当起的伟大决战。

军令如山，虽九死而不悔。

2016 年 2 月 26 日，在贵州省晴隆

县召开的脱贫攻坚千名干部包保帮扶

誓师大会上，全县各级干部近千人高

举右拳，庄严宣誓：“脱贫攻坚，我是党

员，向我看齐！”

震耳欲聋的宣誓声中，很少有人

知道，站在主席台上领誓的县委书记

姜仕坤已经走到生命的极限。

一个半月后，这位曾誓言“只要还

有一个晴隆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县委

书记就不能休息”的共产党员，燃尽了

生命之火。

以行动兑现承诺，用忠诚诠释担

当。

19.5 万名优秀干部走出机关大

院，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奔赴脱贫攻

坚一线；77 万多名帮扶干部走向脱贫

攻坚主战场。

柴生芳，蒋富安，程扶摇⋯⋯2013

至 2016 年间，共有 120 多名共产党员

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特殊战场上。

5 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有 1300 多

万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

国家的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降至4％

以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不久前，乌拉圭执政党“广泛阵

线”主席哈维尔·米兰达专程到云南怒

江了解中国的脱贫经验。他深有感触

地说，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为世界减贫事业树立了典范。

面对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面对

不容忽视的短板不足，面对不容回避

的困难挑战，当代共产党人唯有以更

强烈的担当精神破局开路，方能不负

人民重托。

2013年11月25日，唐山。

一座 450 立方米高炉的烧结机烟

囱在巨大的爆破声中轰然倒地，开启

了河北省化解钢铁落后产能的第一

步。

不到 4 年时间，仅河北一省就有

数以千万吨计的钢铁、水泥产能被压

减。

不是没有代价：经济增长回落，大

批职工转岗，财政收入锐减⋯⋯

然而，改革再难也必须奋力向前。

何以称英雄，识以领其先！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担任组长，既挂帅又出征，领导全

国上下迎难而上，掀起全面深化改革

的时代大潮。

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

农村土地、公立医院⋯⋯一项项议论

多年、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调整

的改革接续启动，以前不敢想、不敢

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

1500 多项改革举措梯次展开，主要领

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

确立，呈现出“大潮奔涌逐浪高”的壮

阔景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环顾

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

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

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

2017 年 4 月 1 日，河北雄安的名

字传遍海内外。中国共产党以千年坐

标谋划未来的气度和担当震惊了世

界。

为国家长远发展计。“落子”雄安

背后，一个更加宏大的布局悄然成型

——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国发展的潜在

空间和能量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和

释放。

祁连山，中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今年 7 月，因监管不力导致祁连

山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甘肃省受到中

央通报批评，3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

十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责，甘肃省委

和省政府被责成向党中央作出深刻检

查。

为民族永续发展计。强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背后，一种历史担当令人

动容——

绝不再走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

的老路，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

决胜全面小康，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革，让群众更

有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为“政治生态”

正本清源⋯⋯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

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的奋斗姿

态，激发着 13 亿多中国人民干事创业

的激情，如万千溪流归江入海，汇聚成

共创伟业的豪迈情怀。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把党的

建设提升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强

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

“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

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

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的话

语掷地有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

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一个历经百年苦难与

辉煌的伟大政党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

和胆略，带领 13 亿多中国人民迈向伟

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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