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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持续深

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当前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其中一个目标任务就是“清正廉洁作表率”。这既是党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廉政方面的基本

要求，也是共产党人应该保持的政治本色。我们要深刻理解清正廉洁作表率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坚决

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深刻认识不忘初心与清正廉洁的关系

不忘初心是保持清正廉洁的源泉和动力。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建立在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以往一切政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

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

奋斗的理想信念，就有了坚强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力量。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我从事革命斗

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

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种清廉自觉，就是源于对初心的坚

守。

保持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对初心使命的遵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样的初心和

使命，无疑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做到清正廉洁。清正廉洁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是保证共产党人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绝对要求。作为党员干部要增强党员意识，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在党护党；要增强廉洁自

律意识，公款姓公、公权为民，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无私无畏，加强廉洁自律管理。守住思想灵魂，

行动就有了规矩，就有了防火墙，就会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清则正气充盈，廉则百毒不侵，洁则心

境高雅。

清正廉洁是实现初心使命的基本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保证清正廉洁，不能在处理事情上秉持

公正，甚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如何谈得上带领人民艰苦奋斗，实现艰巨繁重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对中国

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忘记初心、丢弃使命、蜕化变质。只有加强廉洁自律管理，用清正廉洁滋养

初心和使命，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才能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履行好共产党人的时代重任。

在继承优良传统中保持清正廉洁

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始终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清正廉洁，是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的一贯要

求。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清正廉洁作表率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形式。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有的党员倾其工资、稿费等资助革命，有的将万贯家产分发给贫苦农民，有的

宁可饿死也不动用革命的公款。在革命根据地政权初创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锻造了一支廉洁奉公、

作风正派、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强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养成了艰苦奋斗、廉洁

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延安时期，一项基本要求就是：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把民族和群众利



益放在首位，提倡做廉洁奉公、少取报酬、埋头苦干的模范。而在“进京赶考”之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

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及时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干

部队伍里的蛀虫，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员，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

气。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了一批意气风发、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先进人物，如王进喜、

焦裕禄、雷锋、钱学森、李四光等，形成了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他们舍小家、为

大家，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公而忘私，成为勤廉风范，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得起考验，就要牢牢抓住最根本

的两条，一是信念坚定，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艰苦奋斗，作风廉洁，始终把人民利益

摆在首位。同时，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全党同志发扬服从大局、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廉洁奉公

的精神，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又涌现出孔繁森、任长

霞、牛玉儒、杨善洲、沈浩、赵亚夫等勤廉模范，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堪称清正廉洁的典范。他们始终践行党的宗旨，严格要

求自己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起到示范作用。如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为自

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周恩来同志亲自定

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所展示的崇高风范，至今仍激励着后来人。

准确把握清正廉洁作表率的时代要求

进入新时代，清正廉洁作表率的要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清正廉洁作表率，重点是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

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这一要求，在开展主题教育中落实

落细。

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是强化作风建设、铲除四风根源的本质要求。特权是绝对权力的

一种表现，是一种危害极大的腐蚀剂。它会割裂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破坏党

群、干群关系，滋生权力崇拜，直接侵蚀党和国家的制度根基，危害社会公平正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我们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从源头上防治特

权思想、特权现象；持续开展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作风遏制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引领

作用，营造以上率下、自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良好局面。

“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目前，一些党员干部为民服

务不实在、不上心、不尽力，在工作中不愿闯、不敢试，甚至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也有人把正

风反腐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声称“管得严了，空间小了”，当起了甩手掌柜。我们必须旗帜鲜明

反对这些错误观点和做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时代重任，撸起袖子加油干。

“廉”和“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到“廉”是腐败，做不到“勤”也是变相腐败。不充分利用

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解决难题，消解的是党和人民给予的责任和信任，损害的是党群关系，丧失的是发展机

遇。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随着政治生态的净化，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的空间和舞台正变得越来

越宽广。清正廉洁作表率，是在干事创业中、在破解各种难题中、在担当作为中的清正廉洁。身为党员领



导干部要履行好职责使命，就必须始终做到既要一身干净又要一心干事，既不能以干事为不干净“遮羞”，

也不能借干净为不干事“开脱”，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担当的关系，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