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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领导干部的诚信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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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诚信道德严重缺失，突出表现为：在工作上，作风漂浮、弄虚作假，“国

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在同志关系上，缺乏基本的坦

诚，或者时时戒备，或者设置陷阱；在群众面前，说一套做一套，知行不一、言行分离。这些诚信道

德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不诚信的风气使得一些干部

只唯上、务虚名、向钱看，不按制度办事，奉行潜规则；另一方面造成社会诚信道德的丧失，所谓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党内诚信道德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诚信道德状况。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就必须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

诚信道德建设。 

推进领导干部诚信道德建设就要破除一些所谓的“新观念”。有的“新观念”认为，解放思想就

是打破诚信道德的约束，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新观念”认为，彻底的市场经济就是“无耻

的市场经济”，不突破诚信道德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有的“新观念”认为，创新就是要突破现有的

诚信道德底线。这些“新观念”造成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甚至鄙视诚信道德建设。必须破除这些貌新

实旧的观念。解放思想不是无原则无道德无诚信的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更不是解体诚信道德，相反，

解放思想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解放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

的束缚，决不是破除诚信道德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离不开诚信道德，建设现代市

场体系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离开了这一

制度，市场体系就会失序和失范。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信用经济，缺少信用体系的市场经济很难健康发

展。创新的目的是不断推动现有的诚信道德体系适应已经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使其基础越来深厚，

而不是削弱社会的诚信道德基础。 

推进领导干部诚信道德建设就要进一步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信力。个别“能力平平的人”与被

任用职务不匹配、有些“会办事的明白人”因“人缘好、威信高”屡屡升迁、少数“带病者”边腐边

升、一些“有水平的老实规矩人”被遗忘等现象的存在使干部选任工作的公信力受到削弱。“不该上

的人上去了不少，该上的人不少人没上去”造成一些领导干部对制度失去信任、信心，进而对自己一

直坚守的诚信道德原则产生怀疑甚至放弃。增强干部选任工作的公信力，首要的是解决“不能让老实

正派人吃亏、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的问题。从我们党的发展历史看，“老实人”是有具体内涵的：是

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人，没有革命信仰的人肯定不是我们讲的“老实人”；具有“人民之上”观念的

人，始终把人民的疾苦放在第一位，只有始终践行“人民至上”观念的领导干部才是“老实人”；具

有制度自觉观念的人，“老实人”就是按照制度办事，不是按潜规则办事的人；具有实事求是观念的

人，老实人”就是能够清晰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和事物发展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办事的人；具有个

人魅力和高尚品格的人。干部选任制度建设就是要善于发现这样的“老实人”，并且把他们选拔到党

和人民要求的位置上。“不让老实正派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的制度建设会在领导干部形成



 

良好的诚信道德风气。 

推进领导干部诚信道德建设就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要始终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以

律己、亲躬历行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带动力量。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的很多高级

干部，都十分重视自身的党性修养，自觉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为加强全党的党性修养作出了很

好的表率和示范。1943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就提出：一、加

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

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

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

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在新世纪新阶段要把党性修养

制度化，建立党性修养分析及报告制度，规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记好党性分析日记，每年撰写一

篇党性修养报告，报告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报告要对自己的诚信道德问题进行认真的剖析。 

推进领导干部诚信道德建设就要发挥制度建设在强化诚信道德建设中的作用。首先要发挥党员定

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的作用。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这是一项重

要的制度。在这项制度中，就包含着党员对于领导干部诚信道德状况的评议。其次，完善谈心谈话制

度，对干部在诚信道德方面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

“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

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

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其实积而累之，一年少则数十万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就

成了大问题。有人讲：这是小糖球垒起了大糖衣，小鞭炮堆成了大炸弹。通过谈话谈心制度的完善，

可以防止出现小蠹、小贪，更能够防止小蠹变大贪。第三，建立健全通过民意调查等征求群众批评意

见制度，领导干部议案自觉接受群众对于自身在诚信道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批评，积极进行整

改。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形成“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长效机制，增强领导干部的诚信意

识。 

推进领导干部诚信道德建设就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我们党一贯倡导求真务实。早在民主革命时

期，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同志要老老实实地办事，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

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

义也没有；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要大力倡导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作为一

种政治品格，“求真”包含双重要求，既要求得事物的客观真实，更要求得与客观事物相一致的真理

性认识。作为一种政治品格，“务实”同样包含两个要求：“务实”就是脚踏实地的耕耘，不是坐而

论道的清谈；“务实”就是务党和人民利益之实，就是要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干

华而不实的政绩。作为一种政治品格，求真务实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地树立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自己，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工

作；求真务实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说话办事都应当老老实实，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

架子，不搞形式主义，自觉地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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