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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之际，中共中央、

国务院前不久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进一步拧

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

栓。“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

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

性质所决定的。”2019 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深刻阐明了

“紧日子”与“好日子”的内在关系。党

和政府量入为出，带头过紧日子，为的

是让老百姓生活物质丰裕、祥和安宁，

过上好日子。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

了党和政府要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而带

头过紧日子。正是始终坚持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

与人民同甘苦，赢得了民心，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井冈山斗争时期，打土

豪，分粮食，红军首先想到的是分给贫

苦的工农群众。有一次，红军打下永

新城，把缴到的盐挨家挨户分给群众，

自己则吃着用老墙土熬的硝盐。打五

斗江那一仗正值插秧季节，战斗刚结

束，红军指战员连口气都没歇，就帮助

群众插起秧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

持？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与人民心心

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

斗，宁愿自己过紧日子，也要努力使人

民群众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四年新年

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

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

更好的日子。”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

部门和工作人员从严从简、精打细算，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反

“四风”，把日子过得紧一点，虽然自己

会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但这样能

把财政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老百姓的舒适度就会提升，满意度和

幸福感就会增强。今天，缺衣少食、无

油短盐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但与群众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信念永远是

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坚守的。党员干

部只有始终怀揣这种信念，才能常念

群众急难愁盼，多做雪中送炭、急人之

困的工作。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与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相比，县人民

政府大门显得简陋狭小。2024 年，象

山县全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942.99亿

元，财政总收入116.42亿元，在2024年

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位居

第五十三位。照理说，有这样的条件，

想把政府大门建得好一些并不是什么

难事，而象山县深刻把握“紧日子”与

“好日子”的内在关系，选择了优先保

障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切实

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给群众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党政机关省下一分钱，民生领域

就可以多安排一分钱，就能把有限的

经费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实事好事，

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四川大凉山，

党和政府过紧日子，把省下的经费用

于改善当地群众居住和出行条件；在

严重缺水的甘肃定西，党和政府在压

缩行政开支的同时，实施农村供水项

目15项，让122万农村群众用上了“放

心水”……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都与

党和政府过紧日子不无关系。一位参

与脱贫攻坚的财政干部曾这样说：“我

们的账本左边写着‘减’，右边必然写

着‘加’，减的是政府开支，加的是民生

福祉。”在脱贫攻坚战中，各级政府部

门勒紧裤腰带支持扶贫工作，8 年间，

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

计投入近1.6万亿元，为脱贫攻坚战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征程是充

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奋进之路上必定

会有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

验。在新的赶考路上考出好成绩，必须

始终把握好“紧日子”与“好日子”的内

在关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作风，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

生之忧，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6月13

日 第09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正

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改革

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

阶段，迫切需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

键时顶得住的干部。”关键时顶得住，是

新时代对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面对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广大干部要树立强烈

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不但在平时沉

下心来兢兢业业干工作，更要在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有所作为。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身处关

键时刻、紧要关头，人们往往面临是非

抉择、得失取舍的严峻考验。对于干部

而言，越是这个时候，越能考验其政治

素质、信仰信念、价值追求、担当精神和

工作能力。关键时顶得住，就是要在重

大任务中勇担最重的担子，在复杂矛盾

前敢于动真碰硬，在突发事件来临时迎

难而上。在至艰、至难、至危、至暗时

刻，定得住神、拿得出办法、打得开工作

局面。我们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一

路走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关键时刻，正

因为有千千万万关键时顶得住的干部，

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推动

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时顶得住，根本要靠理想信念

的支撑。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

烈在生死考验面前英勇无畏，还是和平

发展时期优秀干部为党和人民事业担

当奉献，都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信念矢志

不移。理想信念坚定，就能经得起重大

而长久的考验，关键时就能顶得住；理

想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

键时就会杂念丛生，甚至打退堂鼓、临

阵脱逃。新时代的干部，必须始终拧

紧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修养，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增强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定力，

增强战胜大风大浪、大战大考的信心。

既从点滴做起，把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化

为在本职岗位和日常生活中争作表率

的行动，更在重要时刻迎难而上、在危

急关头敢于斗争，在经历重大考验中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过硬本领。

如今，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

验少了，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仍然在继续。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

有效化解基层矛盾、应对各种“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干部仍时时面对着

各种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和斗争考

验。广大干部必须磨砺能担事的铁肩

膀、能啃硬骨头的真本领。这需要在平

时勤学习、多调研，不断充实“知识库”

“工具箱”。把功夫下在平时，关键时刻

才不会头脑空白、手足无措。多到条件

差、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承担急难

险重任务，勇于与矛盾困难“过招”。还

要掌握成事的科学方法，解放思想、敢

闯敢试、勇于开拓，但不能只凭一腔热

血蛮干硬冲，而要把发挥顶层设计的指

导作用与发挥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结合起来，学会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

解发展难题。

关键时经得起考验，方能担当重

任。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广大干部奋勇

争先、挺膺担当，但仍有个别干部存在

精神缺“钙”、斗志萎靡、本领不强、韧劲

不足等问题，导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如何培养更多在关键时顶得住的干部，

让他们脱颖而出？这需要不断改进和

完善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和工作。在科

学培养上下功夫，抓好理论武装、实践

锻炼和党性教育，引导干部树立正确政

绩观，把干部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

线、艰苦复杂环境、关键吃劲岗位历

练。在考察使用上下功夫，注重考察干

部在关键事、关键时的具体表现，大力

选拔具有顽强斗争精神、能扛硬活打硬

仗的干部，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

制，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在关心

激励上下功夫，加强对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的干部的激励保护，不搞求全责

备，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爱拼敢赢、攻坚

克难的热情和干劲，激励其创造更多经

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6月11

日 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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