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战“疫”作风刻到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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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防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克时艰，

许多党员干部在大考中表现出了向死而生、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和顽强作风。我们要把战“疫”

作风作为一种气质去打造、去传承，刻到骨子里、注入血脉中。

迎难而上，保持拼搏的狠劲韧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冲到一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集中精力、心无旁

骛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逆行而上，不惧危险、不辱使命，让党

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困难面前顶得上“。重症患者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的话直抵人心。当前，夺取“双胜利”的任务历史性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广大

党员干部必须在这个“紧要关口”顶上去，奔着群众需求去，以守关夺隘劲头，使真功、用实招，把“夺”

的工作做细做实，为完成党中央既定目标加柴添火增速。

一线面前勇作为。疫情防控是一场面对面的攻坚战，全国 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9000多万名党员迅

速行动。在湖北抗疫前线，江苏医护率先叫响“我是党员我先上”，冒着被感染风险，争当为重症患者“插

管”第一人。在省内防控战场，党员干部逐户逐人摸排情况，各条战线铸成了党员防控“盾牌”，立起了

共产党员的样子。党员干部要把扎根一线作为自身政治身份的底色，把黏“土味”、浸“汗味”作为干事

创业的基本“品位”，融入群众干、领着群众干，在一线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举措，用真作为赢得融入群

众、服务群众的资格。

纪律面前有敬畏。疫情期间，个别干部因防控不力、履职不到位而被警告或免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岗位意味着担当，职务意味着责任。把工作完成好、协调好、推动好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职责要求

和纪律规矩，党员干部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纪律规矩的忠诚信仰者、坚定捍卫者、模范践行者，

以积极主动的作为创造性地落实任务。

突破束缚，同时间赛跑创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决破除条条框框、思维

定势的束缚。

勇于打破观念束缚。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情况越是危急、任务越是紧迫，越要敢于“下

手”、勇于突破。在疫情防控中，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领导干部，坚持一切为战“疫”，只要救援工作

需要、只要人民群众需要，一些常规被打破、一些程序被简化，上演了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赛，赢得

了基层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善于用科技压成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在战“疫”前线，消毒机器人360°



无死角消毒，巡逻机器人及时宣传，降低医护和社区人员感染风险；“无人机+大喇叭”喊话，智能语音系

统在线答疑、分诊，红外非接触式系统测温、安检等，体现了科技在医疗卫生行业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借助科技力量，提高工作效率，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敢于在运用中探路。路是走出来的，也是逼出来的。大数据治理、数字政务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重要方向。在这次抗疫中，江苏开通了与武汉、黄石的在线问诊、影像诊断、远程会诊、心理咨询服务

平台，为湖北患者和医疗机构提供及时、高效的远程服务。在向科技要生产力的同时，重视和善于运用便

捷高效的数字信息手段，提高工作的执行力、办事的透明度和群众的满意度，把信息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

作风优势。

人民至上，将服务群众工作做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越是发生疫情，越要注意做

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全民抗“疫”，既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民群众

的可亲可敬，也对各级践行为民宗旨提出了更高要求。

摆位要正确。疫情未退，一份某省一线疫情防控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统计表在网络引发热议。医院领

导防疫补助远超一线医生。表面看这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实质上是心底对群众的摆位不正。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

党员干部要把“三个始终”牢牢记在心上、落在行上，坚持人民至上、基层至上，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

师，而不是与民争利、与民抢功。

服务要到位。疫情发生后，江苏省出台 26条政策举措保护关心关爱医务人员，不少设区市以及县区等

也从工作考核、岗位晋升等方面，全方位“倾斜”和关爱一线抗疫人员。但从全国形势看，在疫情防控初

期，有的工作不到位，个别基层有效防护不够，口罩、防护服还时有短缺。服务群众不是一句口号，抓好

事关群众利益的小事，把关心关爱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不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考验

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的重要内容。

回应要及时。疫情是极其特殊的考验，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状况和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公众获取信息、

触达真相的途径越来越广，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也渐趋多元，这是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新形势。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适应这种新形势，及时掌握公众诉求与社会关切，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善于

理性处置，勇于公开透明，主动争取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群众要参与。疫情防控是一次人民战争。作为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习惯把群众的事交给群众去讨

论，决策要充分体现群众的意见，工作落实要主动让群众监督过程，承诺的民生实事要公示时间表、路线

图、责任状，让群众“个体”连着国家“集体”，把“有参与感”转换为“正参与做”。

服从大局，办事决策依法依规

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要求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全国各地着眼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党群一体、精准施策，

既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又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

要有大局观念。抗疫期间，江苏 73万医护人员不讲条件，人人上阵，支援湖北人数最多、参战最早，



每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都是 1小时内完成报名、18小时内集结到位，特别是 310人的黄石支援队“一夜成

军”，关键时刻体现了家国情怀、人民观念。抗击疫情，全国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协作

洪流。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站在全局思考问题，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

想，以“铺路奠基有我，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甘于奉献，勇于牺牲。

要有法治思维。疫情防控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治理行动，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才

能更好地统筹各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将法治信仰融入血

脉、法治思维镌刻脑中，真正做到用法治视角审视问题、用法治逻辑分析问题、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用

法治手段解决问题，防止决策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中的随性蛮干。

要有人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央也反

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的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党

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将心比心，真正站在群众视角，把决策与基层调研结合，把规定与实际情况结合，

多点人情味，少点“机械化”，才能真正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高工作实效，赢得群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