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省，

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

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每期一言】 糜不有初,鲜见有终。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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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两个永远在路上”的重大意义

“两个永远在路上”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

深刻把握。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这就

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作最坚

决斗争，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两个永远在路上”凝结了我们党对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

结。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历

史昭示未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

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两个永远在路上”饱含着我们党对治乱兴衰历史规律的深

刻洞悉。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外治乱兴衰历史规律，指出：“功

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

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

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

不容易。”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

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

必须以“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执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

系，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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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永远在路上”彰显了我们党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

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从国际看，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

国内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

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

不过，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必须准

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从党内看，经过十八

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

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

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

决的问题有可能死灰复燃，一些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复杂的

形势、艰巨的任务决定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必须始终保

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切实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

民的主心骨。

（来源：节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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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先正己

古人说，“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意思是一个人

如果自身不能作出表率，就无法让别人跟从；如果不能以身作则，

就很难使别人信服。

《吕氏春秋·贵直论》记载了春秋时期晋国大臣赵简子率兵

攻卫之事：赵简子统率军队进攻卫国，到了交战的时候，却站得

远远的，躲在盾牌后面。他击鼓下令进攻，士卒们动也不动，不

由感叹士卒腐化没有斗志。行人（一种职务）烛过对他说：“亦

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意思是您自己没能做好，士卒没有

什么不好。赵简子大怒，烛过解释说：以前先君献公即位五年，

战无不胜，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卒；惠公即位二年，纵情声色，残

暴傲慢，为秦国所败，军队溃逃，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卒；文公即

位二年，以勇武砥砺士卒，后来大败楚军，名扬天下，用的还是

这样的士卒。赵简子恍然大悟，于是离开盾牌，站到队伍前方，

敌方弓箭射程以内，只击鼓一次士卒就登上了卫国城墙，获得胜

利。事后，赵简子感叹说：“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

过之一言！”

将欲治人，必先治己。赵简子带兵，一开始躲在盾牌后面，

士卒见他贪生怕死，自然不愿听令；后来听从烛过劝谏，敢于以

身作则，士卒受到感染，奋勇作战。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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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

率人”。以身作则、率先躬行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担当。春秋

时期，齐国名相晏婴对自己要求严格，吃糙米饭、穿粗布衣、坐

简陋车，屡次谢绝齐景公的各种馈赠。齐景公不悦，晏婴解释说：

“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官员们节俭，以减轻百姓负担。我

若乘坐好车好马，官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靡之风就难以禁止

了。”两晋时期，盛行空谈，东晋大将陶侃崇尚实干，以身作则，

处理政务恭谨勤奋，史载“千绪万端，罔有遗漏”，陶侃还劝勉

身边的人说：“民生在勤，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时间，至于普

通人，则当珍惜每分每秒。”在他带动下，僚佐们都能勤于公事。

晏婴、陶侃之所以能成就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深刻认

识到“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的道理，所以处处以身作

则，以求政通人和、风俗淳厚。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

古往今来，凡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注重自律，善于用自己

的行为带动周边人。治人须先治己，正人必先正身。党员干部，

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增强自

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要

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团结带领群众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

展新局面。

（来源：节选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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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故事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

这是聂荣臻元帅的亲戚、朋友、秘书给予他的评价。

聂荣臻元帅身居高位数十年，一直坚守廉洁奉公，不徇私情

的原则，曾有多个亲戚请他帮忙找工作等事情，他都拒绝了。

1950年 7月，聂荣臻给妹妹聂荣昌写信，让她到北京相见，

这个消息被他的一个表妹夫皮文蔚知道了，便找到聂荣昌，表示

怕她一个人路上不方便，要专程送她到北京。此外，他还想请聂

荣臻给他找一份工作。聂荣昌经不住劝说，只得同意。两人到了

北京后，聂荣臻问清了皮文蔚的情况，就对自己的妹妹说：“他

是来躲命的。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送他到华北革大

去改造思想，重新做人。”

原来，聂荣臻了解到自己这位表妹夫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伪乡

长，因为害怕被清算，所以到北京避避风，结果，他没想到聂荣

臻铁面无私，会把他送到人民革命大学去改造。后来，皮文蔚在

改造中交代了过去的历史，得到从宽处理。

第二个找聂荣臻帮忙的是他的外侄李继均。那是在 1962年，

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严重苦难时期，很多工厂，学校都解散，

停办了。李继均所在的航空学校也是停办的单位之一，依照规定，

学生要转到部队去当兵，不过，李继均还想继续学习，就写信给

聂荣臻，请他帮忙在北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到北京去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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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看了信以后，非常不高兴，他写信给外侄，批评他不

为国家着想，只考虑自己的事，要求他服从命令。之后，李继均

安心服从分配。1967年，聂荣臻等人被诬陷了二月逆流，李继

均也遭到牵连，被批判后专业到地方工作。1976年后，李继均

所在的部队给他平反了。李本人就想回到原部队工作，于是，他

把平反材料送给舅舅聂荣臻，聂荣臻看了文件后，对李继均说：

“其他人的冤假错案，我可以签字平反，帮助安排工作，正因为

是我的亲外侄，我就不能签这个字。”结果，李继均依然在地方

上工作。

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

“贪污腐化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这是李先念经常与党员、

干部谈话时说的口头禅。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曾先后担任鄂

豫边区军事部长、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在

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的毕业会上，李先念曾指出：“革命军队

的每一个军人，特别是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大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要与别人比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

苦性，不与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更不允许贪污腐化。”在新四

军第五师开展反贪污腐化活动中，李先念特别叮嘱他身边的干

部，要带头做好表率。他还多次在部队和机关党员、干部会上，

用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小油灯下“一支铅笔用得捉不住还舍不得

丢”“思考问题时把灯芯拨得小小的”等勤俭节约的故事教育大

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第五师警卫团的全体官兵表现得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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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部中没有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战士中也没有发生拿过老百

姓一针一线的事情。

在红安县档案馆内保存着一封李先念 1984年 10月 26日写

给红安县委的亲笔信，他在信里说：“今日去信，不为别事，只

为今后县里来人不要给我带任何东西。买东西是要付钱的，这在

党内早有规定，如果不付钱，那是占有别人劳动，这就很不合适

了。请以后严格注意一下。”为何李先念会写下这封信呢？原来

1983年 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老家红安县的乡亲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高

兴。1984年 10月初，红安县委的同志赴京看望李主席，顺便带

去了红安的特产两斤天台山茶叶和 10斤红安苕。11月初，县委

就收到了李先念主席的亲笔信。从这封信件可以看到李先念一心

为公的作风。

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1951年 11月，陶铸胜利完成了广西剿匪任务，返回武汉途

中，第一次顺路回祁阳老家。这次顺路还乡，再三叮嘱秘书关相

生，“不要惊动任何人，买点水果作礼物就可以了。”

当天下午，陶铸就坐小船到石洞源老家去，开始乡亲们还有

些拘束，陶铸就笑着叫起自己的小名来了:“我是陶猛子呀!怎么?

难道还认不得我了么!”乡亲们一听，都笑了，看陶铸没半点官

架子，说的话也就多起来了。有的说:石洞源山多田少，没得生

活出路。有的要求陶铸多带几个族中侄辈出去，在城市安排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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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让家乡“沾沾光”。陶铸笑着说:“石洞源山青水秀，冬暖

夏凉，是个好地方嘛!稻田虽少，荒山闲土开垦不尽，还有林业，

生产大有潜力可挖。不是没得出路，看你怎么想的、怎么干的”。

他接着说:“我是共产党员，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不能搞‘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啊!”

他在祁阳只住了一天一晚，第二天就返回武汉。秘书关相生

和警卫员商量：陶铸搞革命，离家二十多年，就这样一筐水果探

家吗?他们私下决定，给陶铸母亲和他哥哥留点钱，但这事又不

能明告诉老人，告诉了，她肯定也不会收，便在离开时，悄悄地

在他母亲和他哥哥的桌子抽屉里，分别各放了 50万元(旧币，合

新币 50元)。回到武汉，关相生向政治部副秘书长刘云初汇报了

陶铸的工作，并告诉了这件事。刘副秘书长认为关秘书这件事办

得对，批示报销结账。关相生还不敢向陶铸汇报此事，便向曾志

谈了这个情况，希望曾大姐能从中帮着说几句话。不料当天晚上，

陶铸手里拿着 100万元，走进关秘书房间来，板着面孔对关相生

说:“你这是好心办了错事啊!我不是早就向你交代过吗?对私人的

事情，不能动用一分钱公款。我是政治部主任，能带这个头吗?

明天快把款子交上去，报销条子取回来。”

（来源：整理编辑于网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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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修身 廉以持家

近期，在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家风不正、家

教不严，为亲友非法牟利的案件屡屡出现。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委原副书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胜利用

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吸收存款提供帮助谋取利益；中国农业银行

首席专家杨光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原党组副书记、厅长顾幸伟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

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从这些被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看，“全家腐”“夫妻店”“父子兵”等问题禁而未绝，这也再

次印证了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

因。

“国无廉则不安，家无廉则不宁。”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

风连着作风，影响着党风、政风。从各地的通报看，家风不正导

致的腐败问题不在少数。有的党员干部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充当“掮客”、

借“势”获利；有的按照亲属的请托向相关方面打招呼，玩“投

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换式腐败；有的让亲友成立“影子公司”，

利用其职务便利开展同类关联交易，进行“点对点”利益输送……

这些利用影响力为亲友谋私贪腐，家风不严、欲壑难填的违纪违

法行为，挑战的是党纪国法权威，污染的是地方政治生态，破坏

的是党的形象威信，必须坚决查处、严厉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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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党员干

部特别是“一把手”等关键少数，更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对照查处的相关案件反躬自省、吸

取教训、引以为戒，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亲属子女、

身边工作人员等，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坚

决纠正，真正做到看好“自家门”，管住“自家人”。

（来源：节选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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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亦须“勇改”

清代袁枚写过《续诗品·勇改》一文，认为诗歌有弊病，就

当勇于改正，“知一重非，进一重境”。其实，做人如同作文，

人生亦须“勇改”。

有人说，“写得好的本领，就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本领。”

白居易的诗歌脍炙人口，其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

字者”。人生在世，不可能“一气呵成”“一字不改”。追求完

美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但正如哲人所言，“不犯错误，那是天使

的梦想”。正因此，一个“改”字十分可贵。“过而不改，是谓

过矣”，吾日三省吾“过”，有利于减少谬误，校准人生的航向。

春秋时的晏子德才无双，被司马迁称为“不辱使命，雄辩四

方”。晏子曾把自己喻为一根弯弯曲曲又有无数疙瘩的木头，想

成为有用的器具，就必须用斧子劈、刀子削、刨子刨、锯子锯。

此言，不仅说明“人非圣贤”，更道出了改过之艰。“不怕念起，

只怕觉迟”。做人如果看不到自身的“脏、乱、差、丑”，或虽

看到但不肯“劈、削、刨、锯”，显然难以成就大器、彰显卓越。

老舍写文章有一个窍门，就是写完之后不断念给人听——

“再念、再念、再念”。也有知名作家介绍写作经验说，把作品

当成不是自己的，从别人的角度旁观，冷静地修改。像这样借力

于他人的做法，同样不失为人生改过之灵方。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请别人帮助审视自我，也许更能把自己看个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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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钻石用的是另一颗钻石，人生修为一样离不开他人敲打。当

年晏子决意辞退三年不给他挑毛病的幕僚，相比之下，如今有的

人对帮自己指出不足的人不谢反恨、恩将仇报，实在糊涂至极。

勇于改正的前提，在于坦承错误。其实，一些人把自己裹得

严严实实、对自身问题遮遮掩掩，往往源于爱面子。对此，陈云

曾提出过“论事不论脸”的原则。他告诫犯错误的同志“不充好

汉”，怕丢脸就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那些翻

船落马、身败名裂者，有几人不是因为文过饰非，从而一错再错、

小错酿大错，最终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共产党人没有个人的私

利，更应当讲真理不讲面子，像陈云所说，“在两个人谈话中”

“在小组会上”“在大一点的会上”“在千万人面前”，都可以

承认错误。

做人应“勇改”，但不能妄改。袁枚曾说，自己的诗“改好

者固多，改坏者定复不少”。奋进人生路，也面临“改坏”的风

险。做人应当谨记崇德向善，跟着蜜蜂去寻找花朵；切忌比下比

烂，被苍蝇蚊子引向污浊。叶圣陶讲过，审慎的作家写作，往往

斟酌又斟酌、修改又修改，一字一句都不肯随便。做人尤其是从

政，应当知畏知戒、守身如玉，一言一行都“不肯随便”。

如此，惟有像作文那样“改、改、改”，人生才能不断地“知

一重非，进一重境”。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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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坚持一会儿

二十多年前，我参军入伍，在部队里渐渐喜欢上了爬格子。

虽然基础差一些，但有热爱支撑，总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刊

登。

就这样，我坚持写了四五年，依然没有任何作品发表。有时

头天晚上想要放弃，但第二天早上心里又升腾起一股气儿，仿佛

有个声音告诉我：“再坚持一下。”第六年，我终于在报纸上发

表了第一篇“豆腐块”。看到自己的钢笔字变成铅字，印在泛着

墨香的报纸上，那种感觉真让人晕眩。后来，在不懈的坚持下，

我陆续在媒体上发表了几十万字。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写的东

西，虽然有些稚嫩，“四不像”，却是我一路追寻梦想留下来的

坚实脚印。

行百里者半九十，每个梦想成真的背后都需要恒久的坚持。

成功是一个长期坚持和积累的过程，靠的是心中的信念和长久的

韧劲儿，并不是靠一时的热情，也不是喊个“一二三”，使个猛

劲儿就能实现的。

很多事越到后面越难。我在写作的道路上，坚持了一二十年，

直到现在，也有想放弃的时候，但心中的那份热爱时常提醒我：

多坚持一会儿。坚持带给了我更长远的眼光和笃定向上的人生态

度。

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触，当你刚踏入某一领域或初学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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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东西，发现它并不难，好像稍微下点功夫就可以取得“不错”

的成绩。但越往后就越难，过了前期基础性阶段，一旦进入到真

正的比拼环节，拼的都是后半段。一个喜爱打羽毛球的同事说，

在羽毛球爱好者中打得好并且水平差不多的可能占 80%，高手可

能只占 20%，在高手中，进步一点点都很困难，但就是这一点进

步拉开了差距。

生活中也一样，有时想多读书，看了几页就开始玩手机还安

慰自己“明天还有时间”；买了跑步装备，横下心来要锻炼身体，

可坚持不了两天就放弃……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更没有顺

其自然的变好。

走上坡路总是不容易的，凡是能让人变好的事，做起来都不

会太轻松。最艰苦、最沉重的时候，往往是最接近目标的时刻。

大多数失败者都是在艰难的时候选择了放弃，而大多数成功者则

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多坚持了一会儿。顶过最艰难的时刻，你会发

现自己已经与众不同。

只要不放弃梦想，不断擦拭自己的坚守和初心，朝着目标持

之以恒地付出，挫折和困难的“绊脚石”就会变为到达梦想彼岸

的“垫脚石”。

（来源：节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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