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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治病”要“把脉”更要“对症”

能穿着“救生衣”，只查表层不查深层 ；

不能答“选择题”，只查工作不查作风。

唯有拉下脸、狠下心，不怕丑，对准焦

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走神”,不

“散光”，敢说“向我开炮”，使自己位于

靶子的“靶心”上，敢于解剖自己，使自

己放下身段置身于“聚光灯下”，敢当出

头的“椽子”，使自己率先整改走前列，

方能真正达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

治治病的效果。

说清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是目

的。恩格斯曾经说过 ：“无论从哪方面

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

学习来得快。”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各

级领导干部要抓紧解决，不漠视、不淡

化、不回避、不推卸，做到敢于正视、敢

于纠正、敢于担当。比方说，解决选人

用人、住房用车花钱，纠治一些机关利

益部门化、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绕

不开、躲不过，不拉下脸来不行，不硬

起手腕不行，不动刀根除不行。要往实

里抓，往深里走，一次解决不了的，就

多抓几个回合，标本兼治，努力在匡正

用人风气、公平公正用权、消除腐败现

象等深层次问题上见成效。只有这样，

才能准确地掌握病情，作出正确的诊

断，开出管用的药方，才能不搞选择取

舍，避难就易，避重就轻，才能扫除积

弊，破解难题。

抓对方子用对药，才会发挥疗效。

病症找到了,就要敢下猛药;穴位找准

了,就要果断扎针。要坚持开门搞活动，

查摆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让群

众把脉、向群众公示，由群众评判 ；要

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立说立行,边整

边改 ；要带头深入基层、亲近群众，就

会点燃整个队伍的活力和战斗力。对作

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该提醒的

提醒，该诫勉的诫勉，该查处的查处，

既要扬正气，释放正能量，又要刹歪风，

起到警示作用。

头雁展翅，群雁高飞 ；头雁偷懒，

群雁全散。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

手”吹啥风。领导干部不管在社会上，

还是人群中，都备受瞩目，其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对社会风气，有着引领示范

作用。为官者要远离急功近利、虚假漂

浮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敢于“亮剑”、敢当“包

公”、敢唱“黑脸”，不怕得罪人，切实

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把胆识体现

在“敢干事”、把能力运用在“会干事”、

把力量凝聚在“干成事”上，进一步树

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真正做到

取信于民。

“治治病”难在荡涤心灵、药到病

除，贵在强身健体、不再复发。那就要

既治已病，又要治未病，建立防病治病、

祛邪扶正的长效机制。这样才会彻底清

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确保使改进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常态化、长效化。

唯此，党员领导干部才会神清气爽，我

们党也能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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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军

“把脉”才能分析病情，查出病症；

“对症”才能抓住病理，解除病痛。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查摆

问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是关键，人民满

意是目的。如果问题查摆不出来，或者

说归说做归做，何谈解决，怎能让人民

满意？

“治治病”能否不“误诊”、去“病

根”，是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政治觉

悟的一次“过关”考验，是对个人品行、

能力素质的一次“通关”检验。然而，在

有些单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却变了

味：对上级放“礼炮”，对同级放“哑炮”，

对自己放“空炮”，对剖析错误思想根

源“蜻蜓点水”，苦心于委婉措辞，以批

评之名行溜须之实，将批评与自我批评

变成了吹捧与自我吹捧 ；有的同志在

党章规定、作风要求、群众期盼的“正

容镜”前，浓妆艳抹掩瑕疵、文过饰非

藏问题，导致比照形象失真、查找问题

失准，直接影响了民主生活会的质量。

这种“老油条”行为，既是不容忽视的

大问题，也是作风建设的顽症，必须下

大力气根除。

识人容易识己难，站在高处头易

晕。当一个领导干部鹤立鸡群时、功成

名就时、位高权重时、荣誉包围时、安

而忘忧时，很容易患上“头晕症”，忘记

“我是谁”。所以，要把查摆重点放在“四

风”问题上、放在查找自己问题上，不能

拿着“手电筒”，只查别人不查自己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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