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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忧民思廉                        

    ——重读《岳阳楼记》有感

但理想中微观个体的清明廉政只是吏治清明的

必要条件之一，尚不能确保整个领导干部队伍的清

廉。只有将领导干部个体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来辨

析考虑，才能真正建立预防腐败的安全网。如不良社

会风气会降低领导干部腐败的心理成本，制度缺失

则直接预置了领导干部腐败的空间。因此，切实有效

预防腐败，建立清明廉政的领导干部队伍是一个涉

及到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关联

配合，从而构建一个全面、有力的预防腐败安全网。

一是以教育为核心，引导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和政治观。腐败的根本在于人，人的根本在于

观念，观念的根本则在于教育。通过学习教育切实提

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并助其自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和政治观或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最关键因素。二是以

监督为核心，建立社会舆论反腐体系和制度反腐体

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

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社会舆论反腐体系和制

度反腐体系的建立绝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而是

一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的重大工程，需要根据新

形势、新情况进行持续不断的调整和改进。三是以惩

治为核心，建立规范、严厉的打击腐败机制。如果说

教育的目的是让领导干部不想腐败，监督的目的是

让领导干部没机会腐败，惩治的目的则是让领导干

部不敢腐败。通过建立规范、严厉的反腐机制，提高

腐败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乃至于生命成本，为预

防腐败设置最后一道保险杠。

有权力的地方，反腐败就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更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话题。今天我们重读《岳阳楼

记》，依然钦慕于范仲淹先生“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

流的人物”（朱熹语）之风采，更应如范先生以天下为

公，廉政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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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读《岳阳楼记》，有感于范仲淹先生先忧

后乐的政治思想，不禁掩卷思索在经济企稳回升的

新形势下，如何汲取这一跨越时空的思想营养来切

实加强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的腐败开始，吏

治清明则政权稳固。吏治清明首先有赖于领导干部

个体的清明廉政，而如何能做到清明廉政呢？一

是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清明廉政的基础。一个政治

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必有人格精神在支撑，正确的人

生观是正确政治观的基础。《岳阳楼记》表现的人

格理想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

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这种

不为外界利益和一己得失所左右的独立人格应是

每个领导干部应该确立的正确人生观。这就要求领

导干部要勤于学习、善于反思，在工作实践中不断

砥砺自我以养成无奴气、有志气的独立精神；不断

锤炼自我以养成实事求是、按原则办事的理性精

神；不断鞭策自我以养成抛却一己之私、一心为公

为民的牺牲精神。二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观是清明廉

政的根本。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就会积极思政。《岳

阳楼记》留给我们的一句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仍然振聋发聩、发人深

思。最忧之处有三：一个是忧民，即搞好干群关系，

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个是忧“君”，即处理好上下级关系，核心在于敢

对上级说真话，范仲淹的“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

不为谏”便是写照；一个是忧政，即关注改革发展，

大力推行反腐倡廉。正如柏拉图所说，人的心灵犹

如一方田地，只有种上茂盛的庄稼，方能不杂草横

生。领导干部若都个个做到忧民、忧君、忧政，腐败

之蛀便无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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