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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风动态★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吸收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健全能上能下的选

人用人机制，对于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

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

骨干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

切实扛起全面从严管党治吏的政治责任，做到真管真严、敢

管敢严、长管长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要坚持严管

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保

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贯彻落实《规

定》不力的，严肃追究责任。执行《规定》中的重要情况和

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思想园地★

内无妄思 外无妄动

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

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

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

无妄动。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出自《朱子语类·学六·持守》，

原文为“问：‘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内无妄思，外无

妄动。’”《朱子语类》是宋代大儒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

录汇编。这里，当被弟子问到如何在“敬”上下功夫时，朱

熹的回答是要想做到“敬”，便要在内做到不妄思，即心中

没有胡思乱想，在外做到不妄动，即行动上没有非分之举。

关于“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孔子很早就有类似的表

述。《论语》记载，当颜回向他请教怎样才能做到“仁”时，

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追求仁道完全在于自己，如果

不能克制自己，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如何能够克制、约束

自己？就应从视、听、言、行做起，从日常行为上着力，时

刻自省自律、遵守规矩，做到不妄思、不妄动。

内无妄思是外无妄动之基。“身之主宰便是心。”人的

一切想法和行为都生发于心。清人龚自珍曾言：“不能胜寸



心，安能胜苍穹”，又言：“心无力者，谓之庸人。”“胜

寸心”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若

想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就要慎

独慎初慎微慎欲。相反，“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

切腐化、变质莫不是首先由心性堕落、欲望泛滥开始的。古

今中外，有很多因为严格律己、抵御诱惑而名垂青史的榜样，

也有不少因为心性被欲望所惑而身败名裂的教训。

心中有天地，方能不为外物侵。苏轼曾在《赤壁赋》中

记载了自己与朋友月夜泛舟游赤壁的所见所感：“惟江上之

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

无禁，用之不竭。”他的一生，始终对富贵名利泰然处之，

不仅跳出了个人得失的小圈子，更将自己的人生境界提升到

了与明月清风同在同乐，一切超然物外的高度。在赴任陕西

的路上，他吟诵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

欣然；被贬至黄州，他书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的坦然；在湿热蛮荒的儋州，他展现出“九

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释然……有了这样的情

怀与境界，这样宽阔的胸襟、坚定的意志，任何威武磨难、

富贵贫贱、荣辱毁誉便都不能摇动己心。

党章规定，党员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

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中国共产党

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始终正心明道、

怀德自重，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追求做一心为公、

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砥砺思想觉悟，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革命战争年代，

方志敏的妻子不幸被捕入狱，方志敏手握为革命筹集的公

款，却坚决不徇情济亲、拿钱营救；罗荣桓在弥留之际，拉

着妻子的手再三嘱咐，“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

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当我们在东山看到木

麻黄锁住风沙、在兰考看到泡桐造福百姓、在大亮山看到森

林覆盖荒山时，往往会为之惊叹。而在这背后，是谷文昌、

焦裕禄、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人心系百姓的情怀、艰苦奋斗

的精神、严于律己的本色。他们在一片片土地上忘我工作、

播撒绿荫，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对自己的名

誉、地位、利益始终看得淡、放得下。对一代代优秀共产党

人而言，觉悟时刻警醒着他们有所畏、知所止，引领着他们

择高处立、向宽处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

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

“一个干部只有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

把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

四亿”的使命担当，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坚定意志，

雷霆惩贪治腐、铁腕整饬作风、持续严明纲纪，与此同时，

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接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和

滋养，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自觉做到为政以德、



正心修身。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想”是

根本。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党员干部

只有把外在的“制约”化为内在的“守约”，由“不敢伸手”

变为“不会动心”，才能真正做到明是非、知进退、有取舍。

心有所畏，行有所止。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

常思贪欲之害，涵养“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视野、“计利当

计天下利”的胸襟、“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的担当，以“清

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自勉、“梨虽无主，我心有主”正

己、“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励志，勤掸“思想尘”、多思

“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便能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

动，在报国为民中实现价值。（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