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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力口强干部道德建设是邓小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也 是我党执政必须常抓不懈的现实和

紧迫任务。干部道德建设关系到党风建设的成败 ,关 系到执政党的形象和人心背向,关 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 ,对 新时期干部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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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反复强调

一定要在全党全国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加

强干部道德建设是邓小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

重要内容。干部的道德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干部道德建设搞好了,党就能提高拒腐防

变的能力 ,才能真正不失民心、不失政权。

一 加强干部道德建设的时代意义

领导干部是公共权力的持有者 ,担负着治理国

家的重任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流砥柱。

因此 ,邓小平一再强调 ,要加强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

领导 ,必须大力加强干部道德建设 ,造就一支适应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近几年来 ,以

江泽民一系列重要理论为指导思想开展的
“
三讲

”

学习,也正是我们党加强干部道德建设、实践
“
三个

代表
”
的重大举措。

(一 )干部道德建设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

形象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党面临

着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教育好干部是治

国的重要环节 ,甚 至可以说是主要环节。干部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因 为

人民群众正是通过党的干部的思想道德、言行举止

来认识党的。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干部队伍道德建设

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的内在联系 ,他说 :“ 人民

群众反对特殊化 ,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 ,首先是对着

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 ,不 只是对着高级干部 ,

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

意的。
”
[丬 (216页 )邓小平认为 ,党员干部的不正之

风大多涉及道德问题。少数党员干部以杈谋私、杈

钱交易 ,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
“
如果看不到问题

的严重性 ,丧失警惕 ,不下大力气解决 ,是危险的,就

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部关系 ,甚至丧失民心 ,丧失政

权。
”
[2]邓小平强调 ,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

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 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 ,

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 ,把我们党的艰苦

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 ,坚

持下去
”
[1](229-330页 )。 干部队伍道德建设搞好

了,就能真正维护党和政府廉洁公正的形象 ,党在人

民群众中的威望就会大大提高。

(二 )干部道德建设关系到党的基本路线的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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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制定了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科学的能

够使我国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政治路线。毛泽东

也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 ,干 部就是决定因素。

邓小平认为 ,党的基本路线确定后 ,要 由人来具体贯

彻执行 ,由 什么样的人来执行 ,结果大不一样。他深

刻指出 :“ 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要 长治

久安 ,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

事。
”
[3](3gO页 )各级领导干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

既要靠真理的力量 ,也要靠人格的力量。如果干部

队伍本身缺乏信心 ,政治上发生动摇 ,就不可能担负

起领导群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担。同样 ,如 果

我们的干部品行不正 ,理 想信仰动摇 ,革命意志衰

退 ,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威信 ,也不可能团结和组织广

大群众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三 )干部道德建设关系到全民族道德素质的

提高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干 部队伍本身的道德

素质 ,绝不是哪个干部的个人生活小事 ,而是代表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直

接影响到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高。正如《公民道德

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 :“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共产

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十分重要。广大党

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

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加强道德修

养 ,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
”
[4]用 良好的道德形象

取信于民,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最起码也是最

可贵的品质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 :“ 在延安

中央党校 ,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 ,叫
‘
实事

求是
’
。我看大庆讲

‘
三老

’
,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

干老实事 ,就是实事求是。
”
[丬 (45页 )实 事求是是

我们党的传家宝 ,也是衡量干部队伍道德水准的试

金石。如果我们的干部出现双重人格 ,人前人后、台

上台下两副面孔 ,律人律己两套标准 ,或好大喜功 ,

在工作中报喜不报忧 ,甚至隐瞒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和事实真相 ,这样的干部就谈不上有什么道德素质 ,

就会出现
“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梁不正倒下来

”
的恶

果 ,从而使整个民族道德颓废 ,就会对全民族道德素

质的提高带来危害。因此 ,邓 小平反复告诫各级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务必实事求是 ,一是一 ,二是二 ,

求实务实。

(四 )干部道德建设关系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

转

邓小平谆谆教导全党 :“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

进步 ,首 先必须搞好党员 ,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

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 ,党 的各级领

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
[1](1TT页 )他 多次谈到 ,

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

如果党的领导干部 自己不严格要求 自己,不遵守党

纪国法 ,违反党的原则 ,搞 特殊化 ,走后门,铺 张浪

费 ,损公肥私 ,不与群众同甘苦 ,不实行吃苦在先、享

受在后 ,不服从组织决定 ,不接受群众监督 ,甚 至对

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 ,怎 么能指望他们改造

社会风气呢?邓小平列举的领导干部存在的思想作

风问题无一不与干部道德建设有关。他还认为 ,纠

正不正之风 ,要先从领导纠正起 ,群众的眼睛都在盯

着他们 ,他们改了,下 面就好办了。邓小平深刻指

出 :“ 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

在的这类问题。
”
[1](218页 )又阝小平正是从党风、社

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高度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大局的高度 ,强调了干部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

和紧迫性。

二 干部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实践中,深刻总结了干部道德建设的经验教

训 ,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干部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为

干部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的核心。各级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和人民的公

仆。邓小平指出,什么叫领导 ,领导就是服务。他耍

求各级干部自觉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 ,要做人民的

勤务员 ,为人民鞠躬尽瘁。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以

来 ,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和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 ,

也渗透到党内,侵蚀了一些党员干部。有些干部不

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 ,而把 自己看作是人民的

主人 ,搞 特权、特殊化 ,引 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如

果不坚决改正 ,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就

会出现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 ,追

求个人利益 ,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的情况。他还认

为 ,如果不是做官 ,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 ,那 就要以

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 ,要平等待人 ,要全心全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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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服务 ,避免沾染官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

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冲

击 ,干部队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邓小平特别强调 :

“
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

策 ,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 ,就 愈要高度重

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

[叫 (367页 )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是广大干部拒

腐防变的护身法宝。

(二 )必须公正廉洁 ,勤政为民

早在⒛ 世纪 ω 年代邓小平就告诫全党干部 ,

我们执了政 ,拿 了权 ,更要谨慎。
“
我们拿到这个权

以后 ,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 ,有 了权

就可以为所欲为,那 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
[5]

(sO3-304页 )邓小平认为 ,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干

部 ,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必须对人民负责 ,勤政务

实 ,廉洁奉公 ,切切实实为人民办事。党的十五届六

中全会指出:加 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核心问题是

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

的最大危险 ,就是脱离群众。邓小平也曾强调 :“ 要

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

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群众路线和群

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

部 ,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 ,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

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 ,那

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 ,就一定要失败 ,就会被人民抛

弃。全党同志 ,各级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 ,必须经

常记住这一点 ,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 自己的一切言

行。
”
[1](368页 )奉公廉洁、勤政为民是各级干部最

基本的职业道德 ,要 坚决反对和防止利用职权中饱

私褒 ,见利忘义。

(三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 :“ 坚持解放思想 ,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 ,是党顺应时代进步

潮流 ,永葆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
[2]邓 小平认为 ,我

们领导干部的责任 ,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

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分析问题 ,解决问

题。他告诫各级干部 :“ 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

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 ,一定要转变

过来。各个部门和地方 ,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 ,都要

注意这个问题。
”
[3](121页 )针对某些干部不如实

反映情况 ,搞
“
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

”
,有意弄虚

作假的行为 ,邓 小平严肃地指出 :“ 追求表面文章 ,

20

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

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

的恶习必须杜绝。
”
[1](100页 )解 放思想是永无止

境的 ,各级干部应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责

任心 ,要有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发有为的思想

状态 ,开拓创新、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多干实事。

(四 )必须坚持任人唯贤

坚持任人唯贤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

组织保证 ,用什么人 ,不用什么人 ,对党的作风建设

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

集体主义。党的干部必须胸怀大局 ,把党性原则放

在第一位 ,以 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 ,坚持任人唯

贤 ,不搞任人唯亲。邓小平指出,党 内无论如何不能

形成小派、小圈子。他谆谆告诫党员干部不能从个

人的恩怨感情出发 ,不 能以小团体划线结帮 ,“ 小圈

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 ,错

误就从这里犯起
”
[3](301页 )。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 ,党的力量就在于党内的团结和党与人民

的团结。邓小平曾严肃指出,不客气地讲 ,任人唯贤

还是任人唯亲 ,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他还尖锐

指出 :“ 不少地方和单位 ,都有家长式的人物 ,他们

的权力不受限制 ,别人都要唯命是从 ,甚至形成对他

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
[1](331页 )党 内搞小团体、搞

家长制一套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不相容 ,

也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共产党的干部要搞五湖四

海 ,大公无私 ,讲大局 ,讲团结 ,讲纪律。

(五 )必须坚持艰苦奋斗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干部队伍道德建设的题中

应有之义。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也指出:领导机关

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条件 ,只能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

改善 ,要把资金更多地用于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

活上。邓小平指出 :“ 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

风特别重要 ,有 了这一点 ,好多事情都会变化 ,都会

好起来。所以现在选干部 ,特别是选高级干部 ,要选

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
[丬 (23页 )各级干

部都应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美德 ,勤俭建国,勤俭

办事 ,反对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针

对有些干部丢掉了艰苦奋斗的美德 ,贪 图享乐 ,腐化

堕落 ,邓 小平指出,坚持艰苦奋斗 ,才能抗住腐败现

象。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 ,他反复强调 :“ 艰苦奋

斗是我们的传统 ,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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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 ,越要抓艰

苦创业。
”
[3](306页 )又阝小平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朴

素 ,艰苦创业。

三 加强干部道德建设的措施

为了保证干部队伍道德建设的各项要求落到实

处 ,邓小平提出了=系 列加强干部队伍道德建设的

措施 ,概括起来主要是
“
四靠

”
:靠 自律、靠教育、靠

监督、靠党纪国法。

(-)加强干部道德自律

道德的力量来 自人们的内心信念。因此 ,领导 、

干部要做学习的表率 ,首 先应打牢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功底 ,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 ,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才

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才能具

有驾驭全局的理论功底和人格魅力。干部在社会主

义道德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在于起表率作用。邓小平

认为 ,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 ,干部必须首先从自己

做起。与其喊破嗓子 ,不如自己做出样子。要求别

人做到的自已首先做到 ,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

做 ,邓小平明确指出 :“ 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

其行的。
”
[丬 (1⒉ 页)领 导干部言行一致 ,表 里如

一 ,对群众才会有说服力。邓小平本人就是廉洁自

律、弘扬社会正气的光辉典范。他以
“
一名老共产

党员
”
的名义向

“
希望工程

”
捐款 ⒛00元 ;他提出破

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反复向中央提出退休的请

求 ;他坚持党的团结 ,从来不搞小圈子 ;他坚决反腐

败 ,经常查问家里人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等等。邓

小平身体力行 ,严格自律 ,从不把
“
小事

”
看小 ,显示

出了他的高风亮节 ,成为各级干部的道德楷模 ,受到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二 )加强干部道德教育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加强干部道德教育 ,对

于不断提高干部道德素质有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认

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做了教育工

作 ,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 ,所 以,要多做工作 ,

多进行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尤其必须抓紧对

干部的道德教育。邓小平强调要教育干部成为
“
四

有
”
干部。要求各级干部学习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 ,活到老 ,学到老 ,改造到老 ,在改造客观

世界的同时 ,努力改造主观世界。邓小平还强调指

出 :“ 要教育全党 同志发挥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

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 ,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

主义道德。
”
[1](367页 )通 过加强干部队伍道德建

设教育 ,真正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下来 ,发扬

光大。

(三 )健全干部监督机制

对执政党来说 ,党要管党 ,最关键的是管好干部

队伍。邓小平认为 ,要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道

德素质 ,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有监督。这

种监督来自几方面。一是党内监督。
“
对领导人最

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 ,或者书记处本身 ,或

者常委会本身
”
[到 (309-310页 )。 邓小平特别强调

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同时 ,他还提出要注意

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参加党的小组生活 ,以便

使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二是群众监督。邓小平指

出 :“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 ,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 ,

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 ,经过批评教

育而又不改的 ,人 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

劾、撤换、罢免 ,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 ,并使他们受

到法律、纪律处分。
”
[1](33z页 )又阝小平要求各级干

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经受权力、名利、金钱、美色

的考验。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

邓小平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 ,多 次

强调要重视民主党派的有效监督 ,充分发挥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以及党的干部的监督

作用 ,并使这种民主监督经常化、制度化。四是舆论

监督。邓小平认为 ,对于不正之风应充分发挥舆论

的监督作用。他说 ,有的人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登

报。应该肯定报刊上正确批评的作用 ,党的干部要

自觉接受来 自舆论的监督。五是制度监督。邓小平

认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

定性和长期性。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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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ss页 )邓 小平提出对各级干部

的职权和政治、生活待遇 ,要有明确的规定 ,要制定

各种条例 ,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

私的监督检查。

(四 )严肃党纪国法

党有党纪 ,国 有国法 ,各级干部只能在宪法、法

律和党纪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不讲道德与违反党纪

国法只有一步之遥 ,许多不道德的行为本身就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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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乱纪的行为。邓小平明确要求 :“ 各级领导干部 ,

特别是高级干部 ,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
”
[3](39

页)他严肃指出,对 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

要执行纪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 有极少数党员

干部经不起考验 ,堕落为腐败分子 ,邓小平旗帜鲜明

地指出,对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必须动真格 ,进行严肃

查处 ,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 ,触犯法律的就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 ,决不能姑息迁就 ,决不搞下不为例。江

泽民在
“
七一

”
讲话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等许多

场合反复强调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 ,提 出了不

管涉及谁 ,无论职务多高 ,权 力多大 )都要对腐败分

子一查到底 ,依法依纪绝不手软 ,党 内绝不容许有腐

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要 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

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邓小平也曾强调 :“ 越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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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干部子弟 ,越是高级干部 ,越是名人 ,他们的违法

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因 为这些人影响大 ,犯 罪危害

大。抓住典型 ,处理了,效果也大 ,表明我们下决心

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
[3]

(1sz页 )严肃党纪国法 ,清除腐败 ,搞廉洁政治 ,必将

有效地推动干部道德建设。

现在 ,我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

进人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不仅对公

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 时对干部道德建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干部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 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 ,严 以律已,防微杜渐 ,以 自身坚定

的信念、高尚的情操 ,团 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 ,共

筑社会主义道德的钢铁长城。

on Deng Xiaoping’ s Thought on Cadres’  Mora1CulJvaJon

TAI Xue-ying
(Sichuan Provincial Training Center fo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Teachers, Chengdu, sichuan610068, China)

Abstract:To enhance cadres’  moral cultivation is an imponant part of]Deng Xiao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t■ noral cultivation and a constant urgent task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ny to be in power as

well。  It concerns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Party conduct improvement, the image of the Party in power,

the feetings of the people,ano hfe or death ofthe Pany and the country。 The6th Plenary sesson of the

15th Central Comn1ittee of the CCP and the‘
‘
Ouuine f。 r Carrying out Citizen M° ral Cuhivation”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Icance to the cadres’  moral cultivation。

Key words:Deng Xiaoping; cadre; moral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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