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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仆思想

王 洪 楚

社会公仆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体系之中。它与剥

削阶级的
“
公仆说

”
有本质的区别,是元产阶级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建立和巩固人民政

权,完成全部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和思想武器。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仆意识,对于提高国

家机关工作'`员 的素质,弘扬民主政治,推进廉政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蜕化变

质与
“
和平演变

”
,确 保社公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具市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

关于
“
社会公仆

”
这一意思的表述和名词的使用,的确并非始于马克思。在中国,唐鞔

后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文学家柳宗元,早就在 《送薛存义之任序 》中,讲过官吏的职责不

应只是役民,还应作之佣仆的道理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

也
”

)。 在 l占 尘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也倡导
“
社会服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

”
。但是这些剥

削阶级的
“
公仆说

”
,同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仆思想,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首先,所谓
“
社会公仆

”
的社会,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 《法兰西内战 》一书中,阐述了用社会公仆代替旧官吏以

及采取措施防止其蜕化变质的思想。他所讲的社会公仆,是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之后的

新社会才有的。 “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
①,它是体现无产阶级意向的共和国的一定

的形式。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对一切剥削制度的否定。 “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

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

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 “

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

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
”

②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公仆,是以消

灭了剥削制度的新社会为其存在的条件和服务对象的。这个社会最大的持点,就是工人阶级

已成为统治阶级,并领导全体劳动人民争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而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

是最终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统治。剥削阶级的
“
公仆说

”
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和剥削阶级所

统治的社会作为存在的条件和服务对象的。尽管柳宗元讲的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们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们所讲的
“
公仆

”
,其主要作用都是为剥削阶级所需要的社会

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效劳的,即使有时为老百姓办点事情,也是从属于巩固剥削制度的需



∷要。

其次,作为
“
社会公仆

”
的主体,有 根本性质的区别。

剥削阶级所谓的
“
社会公仆

”
,其主体都是军事官僚机器中的官吏。恩格斯指出: 

“
宫

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作为日益

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妾,一定要用持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 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

殊神王和不可侵犯杓地位。
”

③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官吏也是维护财富统治权的最

有力的工具。所不冂的只是资本家直接收买官吏,实行更可靠的间接统治。正因为这类
“
公

仆
”的主体是官吏,所 以名实难副。以致柳宗元在说明

“
食于土者

”的农民, “
出其十一佣

乎吏
”
,因 此官吏就应当象家庭中的仆人那样为主人办事的道理后,不得不正视现实, 

“
今

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
”

。但是老百姓却不敢以家庭的主人对

∶佣仆那样
〃
肆其怒与黜罚

”
。这表明官吏是剥削者阶级腐败最突出的代表,他们活动的编年

史,就是一部阶级社会的灾难史。官吏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残酷压榨,是其

不可改变的特性。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公仆,其主体不但不是官吏,而且是在彻底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

器之后,由劳动人民的代表组成, 
“
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

表。
”

①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
“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

自已的目的
”

③,就是强调必须彻底打碎以军队和官吏为骨干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武

装的入民取代旧的常各军,用劳动人民选出的代表取代旧官吏。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依

靠 自已的国家政权达到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

其三,作为社会公仆的主人各有不同,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也不一样。

柳宗元说封建官吏应是
“
民之役

”
,并未达到什么官权民授的高度,而只是认识到官吏

薪俸之所出,源于农民的十一之税,这就象
“
佣一夫于家

”
一样,受其值就应为之办事。这

只是一种譬比性的主仆关系,因 为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
“
役民

” (统治人民 )的本质。所

以封建官吏的真正主人是君主而不是入民。柳宗元的思想虽然开明,但还不可能突破君为臣

纲的人身依附关系,那末他譬比中的主仆关系,实际上仍然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柳宗元

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但其基础只是仁政学说和君轻民贵的思想的发

展。

资产阶级的
“
公仆说

”
,植根于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它以超阶级

的外貌掩盖真实的主仆关系。口头上宣扬的是主权在民,实际上官吏却是资产阶级直接收买

过来实行间接统治的代理入。资产阶级的普选,既是提供经费收买官吏的最好的时机,又是

使代理人合法上台的绝妙形式。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从美国到

瑞士,从法国、英国到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
‘
国家

’
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

令部来执行的。
”G这个后台就是凭借财富进行统治的垄断资本家集团。他们才是资本主义社

会官吏的真正主入。这种主仆关系的持点是以现金交易取代了人身依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展,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金元渡治更以普遍和尖锐的形式, 口益突出的泛滥成灾。这就有力

地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及其
“
公仆说

”
的狭隘性和虚伪性。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公仆,其主人不是任何剥削阶级 ,而是所有的劳动者,日J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这些人占全体社会成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正能够代表j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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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作财富生产者的公仆,,才真正说得上是社会公仆;凡是为剥涮

阶级效劳而称之曰社会公仆者,都是名不副实的自我标榜,都是把少数人的利益冒充为全民

的利益。真正的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既幸人身依附关系,也不是雇倜关系。它的显著特1

点是双方在理想、目标和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为社会公仆本身就是从劳动者中产生出来 ,

在工人阶级先铎队领导下,为工入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当前任务和长远利益而奋斗。

其 I了 ,乍为
“
社会公仆

”
的宗旨和价值取向,也截然不同。

其正扌I社 女生、·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

Ej t喟 确抒出:公廿经苦选产生的代表,不是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入民, 
“
雨是应当为组纨

在公!里的人民服务。
”

⑦渑右国际共产主义返动的发展,为入民脓务不仅成了无产盼级玟

觉、元产阶级国家和所有公职人员的唯一宗口,丽且成为为实现元产阶级历史使命雨裔斗的

革命者必须树立的人生观。毛泽东为纪念弘思德雨写的 《为人民报务 》,极其深刻地间明了

社会公仆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央产党人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杏斗的革命者,不应该缶h象地

谈论什么奉献,雨应具体地表明为谁辛苦为谁忙。阝l为
“
我钔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闸,t仁底地为人民的利∷工作沁。
”

;J亍 以在我们舌来, 
“
为人民利益l⒎

j死,就 比 泰 山还

三l;=泫西Ⅱ女力,△剥削
:、

夭f:匚 辶
Ⅰ
、民古I丨、去兀,扌t比 冫t毛 还轻。

”

=右
这样的人生观

和 t∫冫值取向.t工乍r|△ ∶j^全 ∷听
l、

民Ⅲ呼声,欢迎未自各个方面士1批评, 
“
为入民的利

兰竖持好∶1,为丿、民冉1利兰玟正击的。
”

L而 封建官吏在丿、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最高准则就

是苁忠君主,为—姓的江山卖命;资产阶级的官吏则全力保证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以充当垄

断财团的
“
推销员

”
为荣。

所有这些根本性质的区别,集中地表现为不同的
“
公仆

”
在立场、观点上的分野。怎样

看待这些区别,也有一个立场,观点的问题。只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坚持历史唯

物论的观点9才能接爱马克思主义并领会其精神实质。否则,就会混淆这些本来很清楚的界

R.把 马克辶-主 义的社会公仆思想与剥削阶级淘
“
公仆说

”
等置齐观 ,这种作法不论主观愿望

怎△,衤 :孓△上只茳曲解马克思主义,降 饫社会公仆的标准和要求,^甚至形戊使之蜕变的恶

劣二
t上 c

攵__丿

为人 民服务的社会公 仆思想,在科 学社会主义的珏讠仑体系中.虽 然并未作为一个单独的

原理来论述,但是它的精神却贯穿于所有的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之中。

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 理 论 体 系。恩

格斯在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中指出: 
“
共产主义现在已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

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闸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

生的一般目的。
”O无论是埋解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还是认识这种斗争所必须的条件

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都离不开为入民服务的社会公仆这一基本思想。

认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就是分清元产阶级解放斗争旧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解放

斗争的质的区别。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

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苜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



一 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 自已的周围f’ ⊙为埋葬资本主义昊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

表明,元产阶级完成 自已伟大历史使命的斗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斗争,是消灭资本

主义和工切剥削制度的斗争,是解放全人类的斗争。这种性质的解放斗争,具有两个互相紧

宙联系的持点,一是这个斗争只为广大人民的解放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讲9每一个为这一事

业奋斗的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工是i之个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所有劳动群众 自己

解放 自己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为这—莩业而奋斗的人,又都是享有当家作主权

利的丰人。钜是,要认清元产阶级解放莩业 t∶ i主 贡, 自觉J也参加这一斗争,不仅要有主入翁

的责任心,而且特别安强调必须具有社会公∫卜∷责任·亡、。否 I刂 ,就不可能认清无产阶级解放

斗争的性质,更不可能自jij⊥参加这一斗争c

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主妥:闸明元
=∷

真手∴∷条 i÷ :马攴:∶彳出: 
“
工丿、阶级解放

∷的条仵就是要消灭一刀汾攻:” ∶
∶
h力只lf∶∴灭一

'「

·
}级 。方能宇苡仝

`类
, I℃ 雨使元产阶

级得到彻底的解放。但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还必须具各一系列妁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消

灭一切阶级就是一句空话,了解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实际上就是了解消灭一切阶级的途径

和手段。它包括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开展推翻本国剥削

制度的阶级斗争,选择符合实际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ェ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

国家政权 ,ˇ 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搞好改

革和开放9等等。在这些众多的条件中,在我国最基本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

民主专政,竖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我国

钓立国、治国的根本,也是元产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完戍全部历史使命,实现彻底解放的重

要条件。在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竖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c“ 自有口泺共产主义运动以来 ,

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政党就不Tr能有口斥共产主义运动。 自失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t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没有中国共产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③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在元产阶级解放的全部条件中,为丿、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充满了阶级斗争学

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国家学说、战略策略原则、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字里 行 间。 可 以

说,无产阶级解放的所有条件,都包含着为入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

公仆思想,又 以这些条件为依托,并通过这些条件的先后具各而不断地表现出来。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般目的,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

命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思想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和最广泛的境界。它的要求

不只是全心全意为本国人民服务,还要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为全人类的解 放 作 出 贡

献。虽然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还得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还要经过若干代人的艰苦奋

斗,但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同志,都 立当树立这样的人生观

和远大理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它的全部理论都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

中受到检验,得到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 :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领导权,不是靠欺骗和胁迫,而是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社会公仆思想和行动。只有关心群众的疾苦,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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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乐而乐,才能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从而在斗争中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如果没

有这样崇高的精神,要使广大的入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雨且

即使在实现了领导权的情况下,什么时候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就会脱离群众∴甚至失

去领导权。所有元产阶级政党的经验,都说明全心全意为入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和行动,

是实现和保持领导权的关键。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及其归宿,就是为了谋取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当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为入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体现。无产阶级 歧 党 的 路

线 、 方 针 是否正确,主要看它是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其中就包含有是否合乎人民

的利益这一重要内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减少和避

免决策失误的重要保证。但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和行动,

是根本办不到的。有只抱定这种宗旨,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集中他们的愿

愿和要求,作为制定路线和政策的重要依据。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 仰̂贯 彻不 了 群 众 路

线,而且是导致锆误的重要原因。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要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全面的胜利,决定性

的因素就是羸得人心。毛泽东用
“
愚公移山

”
这个寓言,说明中国共产党竖持不懈地为推翻

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斗争,也会感动上帝的。 “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

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①因为推翻压在中

国

'、

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人民大众当时最迫切的要求,是 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结合在一起的强烈愿望,为此而坚持不断的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

和行动。要感动人民这个
“
上帝

”
,舍此别无他途。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乃是无产阶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第四,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滚滚洪流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以避免

的。一些机会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分裂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叛徒,妄图阻挡无产阶

级解放斗争的胜利进程,但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历史的车轮下,被碾得粉身碎骨。大浪淘

沙,洪流依然奔腾不息。为什么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人

被淘汰?虽然他们各 自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个点,那就是没有为'人 民服务

的人生观,不愿作入民的公仆。他们权力在手,不是用以为人民谋利益,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好

处。这样的人,不是 自行离开革命队伍.就是被清洗出去。是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

是作人民的公仆还是要人民作自已的佣仆,这实在是真革命与假革命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都说明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

想,是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重要法宝。对于这

个思想,确实是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做到子孙相继,代代相传。 c

(三 )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 成立以来所走过的战斗历程,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篇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中 国入民从此站起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

在中国大陆上消灾了一切剥削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摆脱贫穷落后、改善丿、



民 生 活 ,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事实证明,无论是在

革铩氨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始终是党的根

本立场和唯-宗旨。

但是,在任何事物中,纯而又纯的绝对要求,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共产党员和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中,任何时候都难兔会有败类,会卞些丿、背离党的根本立场和宗旨。1980年 8月 ,

邓刂∵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严肃地指出: 
“
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已看作

是入氏的公仆,而把自已看作是'k民 的主
`,病

特祆,特殊化,引起群众沟强烈不满,损害

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 0、Ⅰ∴1干部队伍发Ⅱt腐化。
”0

最近两年,干部队伍中确实出乏了窝亻L现象,而 彐̂达彐l比△严重沟程庋。特剡是在有些

掌管钱、财、物大权的干部中,问 辽
=廾

突 ;∶ :￡

=j∶
∶些

:、

屮。卞丨行△订,伫势欺人、者,利

用权力进行投机臼把者,贪污i贿玄,淙 诈∷京丨,与 j卜 ∷∴∶∵tJΠ Ⅰ|I二 ∵、十,∷ 0L∶ 救i扔 :∫ i

和款项者,挪用公扌者,用 公费苡洋及大tTˉ :喝者.t泫 衤、÷j=之 :卜 追求i=∷ 准i'1古级三:t

受者,等等。所i这些行为,不仅完全背离了觉的立场和宗旨,而且成了寄生于社会肌体上

的赘瘤,是新产生的剥削者。严惩这些行为,割除赘瘤,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

要求,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是正风气顺民心的必要掊施。自党的十三届四中

全会以来,以江泽
ˉ
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班子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惩治官倒和腐J攵、加强廉

政建设的斗争,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正义有所申张,民心有所振奋。只要把这场斗争坚

持进行到底,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胜利。

为什么这些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冂时,腐化现象岜右禁不止地逐步

升级到使群众强烈不满、严重损害党的威佶的程变呢?达 :一个拦l得深思和总结灼问u。

导致腐败现象的原因很多。从叮际方面丰膏,帝
"主

义△一切t动汪并没0议弃其
“
氵∴

灭共产主义
”

的盘算和行动,他 ↑l在 军亨ii;∷ 、武÷入曼:行动:t告失玟之后,主要以
“
和

平演变
”
作为进攻的手段。从国内耒讲,封建主义、资卞主义的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党所

处的地位变了, 
“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

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
”

(△

党所处的环境也变了,从战争环境转变为和平环境。在战争环境中, 
“
党员打仗冲锋在前 ,

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 l的 模范,群众的核心。
” “

现

在有些Ⅱ共产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
”

○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

争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一些同志对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缺乏应有的认识,因

而失去了警惕性。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产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可抗拒和不能消除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防止它

的浸蚀和漫延。在这方面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严重地削弱了马列主史的理论教育和党的政治

思想工作,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资产阶级 自由化思潮泛滥戍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

贬低、歪曲、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丑化、攻击社会主义钿主,为资本主义唱赞歌 ,

成了最时髦的东西而大行其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文章,则被祝为思想 保 守 、 僵

化,而受得嘲讽和压制。在是非不明,思 想混乱的情况下,为 丿、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思想也倍

受冷落而口益淡化。官僚意识,金钱观念,却密鼓繁音,不绝于响。如象封建官吏的
“
为民

父母
”

和
“
与民作主

”
,竟 然成了社会公仆的口号。有些舆论工具也鼓吹

“
当好父母官

”
;有

6



妁身居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在作报告和写文章时,也要表白自己的决心: 
“
当官 不 与 民 作

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

总而言之 ,· 已经忘记了人民是 国宋和社会的主 人,共产党入和革命

干部作为社会公仆的重要 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才是共
·
产党对国家生活

f勺 领导最本质沟内容。t曰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口家,很多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

碎人,△ 11圯 自已称为丿、民的儿子为荣。我们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就曾经写过
j达 样∴1许 句: 

“
靠

`民
,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
⊙

扫 比 之 Ⅰf,鼓 吹
“
为民父母

”
和

“
与民作主

”
者,下能不是背离党的根本立场和宗舀的。

而鼓吹
“
一切向钱看

”
者,更是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所确立的新型丿

`际
关系,重新淹没在利

己主义的冰水 中,把党的优 良传统所固有的一切原则都用冷酷无情的现 金 交 易 来腐蚀或取

代。在这种严酷的形势面前,中 央负责党务工作的赵絮阳,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

的根本立场和唯一宗旨,而是支持资产阶级 自由化。这就是近两年来官倒横行、腐败恶性发

展的根本原 因所在。                            '
鉴于资产阶级 自由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在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斗争中,除 了以

事实为根捃,以法律为准绳,打击那些蜕代变质分子中的严重犯罪者,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分

子外,还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芰,建立和完善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制度,同时也必须

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正衤清源,拨乱灭正,广泛开展至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为丿\民服

务的人生观教育,增强社会的公仆意识。为此,就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因

为资产阶级 自由化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它从理论和思想上制造混乱入手,用封建

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人们'充当国际反共势力搞
“
和平演变

”
的急先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入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的确是一个需要不断 探 索 和 总结

的课题。虽然情况复杂 ,难度较大 ,但是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

育,在舆论导向上否定官僚意识和拜金主义,加强社会公仆意识,是完全能够粉碎国际反动

势力和国内复辟势力的
“
和平演变

”
阴谋的。我们正在进行的惩治腐败和廉政建设

'—定能够

取得预期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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