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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腐败，形成和保持清正廉洁之风，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将清正廉洁作为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的政治本色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表

明了我们党打击腐败、弘扬清正廉洁之风的坚强决

心和信心。十八大报告还强调，围绕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

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这就告诉我们，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必须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而这三者，正是清正廉

洁作风的现实表现。

　　弘扬清正廉洁作风，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

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政治本色、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

命的必然要求。腐败是社会的毒瘤。人民群众最痛

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

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具有杀伤力的。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

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党的十八

大提出的“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活生生的摆在我

们面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看

不到问题和症结所在，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危险

就不远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

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所以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解决消

极腐败问题，树立清正廉洁的风气，确保党始终同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保持清正廉洁之风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许 志 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一书。这本书涉

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

的重大政治任务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落实党委

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深入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以零容忍态度整治

腐败；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等 9 个方面。

这 9 个方面是个系统的整体，完整地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深刻揭示了反腐

工作的内在规律。

　　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的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

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并反复

强调政治生态问题，对从严治党、改善政治生态做出

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围绕加强党的建设总

体环境和战略布局，既阐明了当前和今后管党理政

的工作目标，也提出了改善政治生态的基本任务和

要求。

　　政治生态的改善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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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

建设召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

从政环境，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并

非他第一次提到“政治生态”的命题，但却首次简明

而准确的指出了政治生态的基本含义。“从政环境”

的说法简明扼要，抓住了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最基本

和最核心的内容，点明了政治生态的属性和本质。

　　形成好的政治生态，抓手是党的作风建设。在

政治生态中，政党及其官员是主体，发挥着主导型的

作用，建设政治生态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议题。

　　建设好的政治生态必须从严治党，其根本要求

是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方方面

面的原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严重的违法

违纪、贪污腐败现象，造成破坏党风政风、腐蚀党的

肌体的严重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影响了党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极大败坏了党、政府和官员在人民群众

心目中的形象。

　　建设好的政治生态，必须荡涤污浊、培育风清气

正的好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陕甘宁革命老区

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在谈到夯实管党治党基础时，强

调“要建设一个正气弘扬、歪风邪气没有市场的政治

生态”。在两会期间他又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

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

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越。”可见，建

设良好政治生态，树立风清气正的作风是至关重要

的。实践证明，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

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污染再想恢复就要付

出很大代价。因此，树立清正廉洁之风对于建设政

治生态极其重要，所以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一定要围绕建设好的政治生态目标，自觉

树立清正廉洁的好作风。

　　建设好的政治生态，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

有两个基本方面 ：一个是思想自觉 ；一个是制度规

范。清正廉洁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对执政党而言，

是指清正廉明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为 ；对执政掌权

的个体而言，是指正直而不贪的高尚品德。个体的

清正廉洁需要执政党清正廉洁的执政理念引导和

相应制度规范的约束。只有每个党员干部思想行为

的清正廉洁才能构成整个执政党的清正廉洁 ；只有

整个执政党的清正廉洁才能体现并保持党员队伍

的纯洁性。

　　保持思想自觉，最重要的要经得起权力的考验，

经得起各种利诱的考验，经得起贪欲的考验，经得起

党纪国法的考验。这四大考验是每个党员干部必须

经受的。

　　保持清正廉洁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加强制度

建设是保持清正廉洁的治本之策。制度缺失，腐败

必然滋生，所以完善制度体制建设至关重要。就规

范的意义而言，制度只有彼此之间有效衔接，构成有

机的制度体系，才能发挥制约效应。科学的制度设

计，建立在制度体系基础之上，构建防范权力腐败、

保持清正廉洁的制度体系要有全局意识，严密控制

腐败发生的各个环节。有效的制度体系应当对权力

行使进行规范性限定，对权力行使过程实行严格监

督，对权力行使的结果科学评估，从而对权力运行实

现全程监控，最大限度的减少权力的滥用，使腐败分

子无机可乘。

　　这些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做了许

多工作，可以说我们的制度是越来越完善了。现在

的问题是有了制度但执行的不好，不能有效确保制

度的落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有了好的制

度还要注重执行，确保制度的落实。只有这两个环

节都搞好，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把

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在这方面，我们任务任重

道远，需要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国防大学原副校长，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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