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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常怀敬畏之心  改革方能尽心
蔡建军

职，职责是公务，维护的是公益。对人

民怀有敬畏之心，才能明白怎样做、做

什么才符合人民的意愿和党的宗旨；才

能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不断催生作

为，成就改革伟业。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

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毛泽东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对共产党人来说，为人民而改革就是最

大的政德，密切血肉联系就是最好的修

养。党员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

否密切，是否真诚，不只是方法问题、

感情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人民始终是改革的力量之源。全面

深化改革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要倾听

人民心声，研究人民需求，回应人民期

盼，善于从群众的呼声甚至骂声、怨声

中听出群众之所盼、所急、所需，做到

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零懈怠、对

群众深恶痛绝的事情零容忍。群众关注

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痛点就是谋划

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的切入点。哪

个领域的改革百姓最期盼，就从哪个领

域抓紧改起。哪项措施最有利于实现群

众切身利益，就赶快推进哪项措施。只

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

神，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始终

遵循人民群众意愿深化改革，始终站在

人民群众立场上谋划改革，最大限度地

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

夯实深化改革的群众基础和民意支撑，

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深化改革的直

接受益者、衷心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

为官就要为民，为民就要尽责。改

革不会一路鲜花，而注定充满荆棘。改

革有困难是正常的，有阻力是必然的。

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政治定力，

认准改革的正确方向，找准改革的合适

路径，就能从群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前

进动力,汲取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无穷

智慧。

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为了人民，改

革惠及人民。发展的主体在民，根基在

民，力量也在民。“得民心者得天下。”

如何赢得民心？核心在改善民生，关键

在为民造福。改革决策始终以人民福祉

为念，推进改革始终以人民利益为行，

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赢得良好开局，

推动新一轮改革轻舟越过万重山。

“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

民心就是政权，畏民才能为民。官如畏

民，民必敬官；官若为民，民必馈官。

敬畏，是一种态度和情感，更是一种自

警和自省。只有始终如一地敬畏人民，

坚持人民拥护的，抛弃人民反对的，为

人民的富裕幸福竭尽全力,才能使我们

的改革发展基业长青，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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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

言有所规，行有所止。”敬民方为民,有畏

方有为。心有“敬畏”，才有爱民为民之

心，改革发展方能尽心。越是在改革发

展关键期、社会转型深水区，越需要唤

起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越需要坚守

群众路线这条“执政生命线”。离群众越

近，离“四风”才会越远。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

幸，可谓一语中的，意义深远。  

做人须心存敬畏，做官更须常怀敬

畏之心。只有常怀敬畏之心，才能在诱

惑面前保持坚贞，才能在改革面前敢

于担当，做到办事不离“章”、行为不越

“轨”、权力不出“格”。时下，在一些地

方领导干部中，改革口号喊得震天响，

背地里却热衷于投机钻营，做表面文

章，当“好好先生”，看不到新的形势与

任务带来的新变化，找不准自身存在的

差距和素质能力的“短板”，缺乏改革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

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今天

的改革早已进入了“hard模式”。在这个

时候，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割自

己的肉，革自己的命，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更危险。保

持敬畏之心，历来是立身处世的“清醒

剂”。“敬”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追求与人

生态度，“畏”则展现出人们的自我警醒

和忧患意识。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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