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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作风建设新特点新要求

刘振华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握作风建设地区

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

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这些重要论述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把握新特点，分类施策纠“四风”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特殊性离不开普遍

性，万事万物无论如何特殊，都总是与同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启示我们在解

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要始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由来已久，影

响深远。但无论哪种风气，都各有其生成原因、具体表现及突出影响。在新形势下从严从实整治“四风”，推动党的作风建设

取得新进展，既要注重把握“四风”问题的普遍性，又要注重抓住具体问题的特殊性，进而分类施策、对症下药，最终实现药

到病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纠治“四风”，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毋庸讳言，“四风”问题并没有因此绝迹，而是以新旧形式呈现出反弹迹象。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又有发生。譬如，在一些地方，“门难进、事难办”“脸好看、事难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现象仍在此起彼伏，“躺平式干部”“佛系干部”“好大喜功式干部”“空喊口号”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频

频出现；一些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干部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贪污受贿、不贪不占也不干等问题亦时有发生。要解决好这些问

题，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分类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防疲劳厌战，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首先要坚持“稳”这个基调和大局，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恒心与耐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不断巩固作风建设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坚持“进”这个目的和方向，保持“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决心与冲劲，致力于在狠刹“四风”上再进一步，在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上再深一步，在

查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上再紧一步，切实解决作风建设上的重点难点问题、攻克薄弱领域环节。其次要走进现实、走近基层、

走近群众，通过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四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突出表现和新的特征，

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分地域分领域分层级治“四风”树新风专项工作。此外，还要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民生

问题和“急难愁盼”难题，采取“解剖麻雀”的战术，对“四风”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综合研判，推动提升作风建设治理

成效。

紧盯关键点，驰而不息治“顽疾”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主要矛盾是在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看问题、办事情要善于

抓住重点，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四风”问题严重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其中又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最盛。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是当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大敌，是人民群

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务必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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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由来已

久，积弊甚深，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党员、干部要认识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

性和复杂性，拿出“钉钉子精神”，敢于硬碰硬，肯下真功夫，一锤接着一锤敲，在久久为功中夺取战略上的根本扭转。要认

识到“作风问题的本质是党性问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对表对标纠正自身在思想觉

悟、道德修养、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要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

仅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政治领悟力，同时也检验着党员干部的政治鉴别力与政治执行力。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牢记

党的性质和宗旨，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致力于多做让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得实惠的实在事。最后，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落实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务必推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上自觉担当“头雁”角色，带头纠“四风”树新风，注重“纠树并举”，感染和带

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保持好作风，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

推进长效化，制度建设固“根本”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强化制度建设无疑是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根本路径。一些党员干部容

易犯错误，这固然与其自身思想作风和素质品行有关，但制度方面的漏洞也不容忽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

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在新形势下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必须加快推动党内相关规章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法规制度。强化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制度设计，着力建立健全更加完备、更加规范、

更加系统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整治“四风”、加强作风建设提供可靠支撑。如结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实际情况，检视排查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空白和模糊地带，排除规章制度执行走样、执行不力等问题，切实堵塞制

度漏洞；高度关注“四风”新特征、新表现、新动向，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立好应有新法新规新制度，

及时扎紧制度“笼子”，遏制不良风气的蔓延。另一方面，要强化制度执行，确保制度落地生效，充分发挥制度的整体功能和

实际效能，防止制度变成“稻草人”，出现“破窗效应”。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推动作风建设的制度已不在少数，抓好制度

执行和落实已成为面上的突出问题。因此，要致力于形成让制度说话、让制度管人、让制度管事的保障机制。如把制度落实纳

入党风廉政建设量化考评、年度绩效考核和各项督查检查，以严格的奖罚手段促进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紧盯年节假期，抓住

日常生活、“八小时以外”等易出问题的环节开展常态化监督，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平台拓宽群众监督举报渠道，推动各项监督

机制切实发挥作用；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用好巡视“利剑”和问责“利器”，让广大党员、干部习惯在制度的约束和监督下开

展工作。

（作者系江苏省省级机关作风办一级调研员、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党建督查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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