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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纪

元，古老的中华从一个任人凌辱的贫弱之邦正阔步

迈入世界强盛民族之林。在革命战争年代“天翻地

覆慨而慷”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

少奇、邓小平等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以其杰出的才智和崇高的品格，率领和感召了

千百万革命干部，演出了中国近代最威武雄壮的史

诗；留下了千百幅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道德画卷，

汇集成中华民族，特别是革命干部队伍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中，在迈入二十一世纪，深化改革开放，抗

震救灾和重建家园的今天；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

“十七大”的精神，把胡锦涛总书记“执政为民、科学

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到实处，是当前政治生活及干

部职业道德建设的头等大事。为此，当前必须传承

和发扬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最根本的职业道德素

质，有力地推动干部职业道德建设。

一 追求真理，肩负使命的素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品格感人至深之

处，首先在于对全人类共同解放的理想归宿——共

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毛泽东教育革命战争年代

的干部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实经常发

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

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刘少奇对

干部阐释说：“我们党从最初期，就是为了服务于人

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

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

别的。”[2]邓小平三落三起期间，顶着逆流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而弹精竭力，日夜操劳。他们追求真理，

肩负使命的革命历程生动地揭示了：共产党人不是

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真谛。这是我们党的干部与

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的分水岭。

邓小平在《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一

文中写道：“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

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

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3]这一切都

揭示出革命干部必须培养和具备追求真理，肩负使

命的道德素质。忠诚党的事业，并为之终身奋斗，

无疑是干部职业道德的核心原则。忠，殚精竭虑自

始至终之所谓；诚，全心全意，自觉自愿之所谓。在

当前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反

腐倡廉的斗争中；在改革开放和抗震救灾的实践

中，各级干部首先必须具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

性，具备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性。具备对抗震救灾、

重建家园的坚定性。不管国际风云多么险恶，不管

改革开放要承担多大风险，不管抗震救灾、重建家

园的任务有多繁重，都应该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勇

往直前地肩负使命。象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和

抗震救灾楷模一样，凸显当代干部执政为民，无私

奉献的大忠大勇。以满腔的热忱关注人民和国家

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官运”。在社会多元化的道

德选择中追求真理，肩负使命，做毛泽东所推崇的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4]努力尽职奉献于国家和人民。

二 勇于探索，锐意创新的素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其魅力在

于他们无论置身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还是波澜壮

阔的和平建设时期，都勇于大胆探索，锐意改革，不

断创新。以革命者的襟怀和气魄，能够言天下所不

敢言；行天下所不能行；闯天下所不曾闯。毛泽东

创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对马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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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朱德、周恩来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建立革命

武装也是创新；聂荣臻元帅为科技和国防现代化老

骥伏枥造“两弹”还是创新。当今世界，无论是经

济、文化与科技领域，都不可能画地为牢独自发

展。相反，唯有大胆开放，唯有坚持地区性合作、国

际性交流才是出路。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

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

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他沉痛指出：“如

果从明朝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闭关自守，

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

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5]勇于探索，改革

创新伴随着他们一生的功绩（当然也有失误）。展

示了他们超群卓尔的智慧。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个政治的

命题，又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就是改革开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说：“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

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

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

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

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

真理光芒。”[6]他还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

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

力的关键。他要求“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

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

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

量涌现”。[7]我们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勇于探索，改

革创新的宝贵品格，要有宽阔的科学文化眼界，要有

宽阔的全国与全球眼界，在世界的大发展潮流中“顺

势而为”，抢占高科技前沿滩头。同时"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发展、富裕、民主、法治、公平、和谐、文明以

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时代精神，又是中华民族

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 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的素质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

深懂得，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要实现《国际歌》所

昭示的：从“一无所有”到“做天下的主人”，就必须

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卜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不

谋私利，以身作则。毛泽东在民族救亡的抗日战争

年代就恳切地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

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

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

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

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

是最可尊敬的”。[8]

在胜利后的日子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将

此淡忘。1959 年秋，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回到

南开大学给师生讲解节约兴邦、浪费损国的道理。

总理不仅治国有方略，而且治家有“十规”。一曰亲

属一律到食堂吃饭排队买饭，二曰看戏以家属身份

买票入场，三曰不许用公家的汽车…… ；朱德一生

节俭，两袖清风，临终前还嘱托夫人康克清不要把

积蓄下来的两万多元存款分给孩子们，一定要全数

交作党费；刘伯承生为人杰，名震寰宇，留下的遗愿

却是一切从简，不搞排场，希望在其骨灰坑上栽上

一棵可供后人乘凉的长青树……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以他们崇高的品格说明，革命干部应该自觉

地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

实代表，一方面“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视私利如草

芥，祛贪鄙之风，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之

志。另一方面则要为国家人民的利益锱铢必较，寸

利不让，视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重如泰山。为广大群

众当好家，理好财，掌好权。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

为重点的今天，社会则比过去丰足多了，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比过去富裕多了，但艰苦创业的优良传

统一刻也不能忘，清廉为政之风一刻也不能丢。干

部只能当公家的“钱爪子”、公家的“铁算盘”、公家

的“守财奴”；真正成为廉洁奉公的“公仆”；邓小平

1992年南巡时再次告诫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一手

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

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

软不得。”[9]当前，干部一定要根据中共中央十五届

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的精神，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坚决杜

绝“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真正成为人民群众

非独信其能，尤为信其廉的当家人；成为新时代洁

身自好，以身作则的楷模。

四 顾全大局，负重自强的素质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

信，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宏伟事业，

斗争的艺术和奋斗的目标都一致要求我们，必须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

设大军才能达到胜利。毛泽东正是从这个高度多

次倡导“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顾全大局不搞

小团体主义。抗日烽火骤起，西安事变，毛泽东首

先着眼于民族存亡这个大局，不计前仇，逼蒋抗日，

力排众议，摘红星，改番号，促成联合抗日。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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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其文，亦如他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无

政府主义泛滥的“文革”期间为稳定局势和保护广

大干部而多次主动承担责任，置个人毁誉得失于不

顾。践行了共产党员“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

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

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邓小平审时度势，将香港、

澳门回归、台湾回归、祖国统一，视为中华民族在二

十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大业。他光明磊落，以德报

怨，捐弃前嫌，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

想，深为海峡两岸具有拳拳爱国之心的志士仁人的

拥戴，加速了祖国统一的进程。第一代领导集体的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说明，胸中存全

局，心底无偏私，襟怀坦荡，负重自强的磊落气度，

是革命干部至关重要的品质。在中国加入 WTO，我

国全方位引进竞争机制的今天，不管是沿海发达地

区还是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不管是企业管理干

部还是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都应摆脱地方主义、小

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束缚。以革命者博大的胸

怀通观全局，放眼未来。一切为了和谐社会建设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一切服从于和谐

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克服

短期行为和狭隘地方保护主义、等消极现象，陶冶

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伟岸

胸怀和磊落品德。

五 关注民生，排忧解难的素质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

革命生涯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水乳交融，亲若

一家。正是对人民群众情之所钟，爱之所系，他们

才置生死于度外，抛得失于脑后。“邃密群科济世

穷”，毛泽东认农民为友，拜群众为“先生”，他所著

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至今仍然具有经

典要义。周恩来心中装着十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邢台地震的余波还未消失，他就赶去慰问灾

民，哪里灾情最重，哪里就有人民的好总理。彭德

怀在一片浮夸风中哀民生之多艰，振聋发聩地写

道：“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在他们

看来，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应

该是兄弟姐妹般的亲人关系，应该是志同道合、同

心同德的平等互助关系。这种关系在建设四化的

今天，不仅不应该为严格、规范的现代管理所淡化；

相反，必须赋予新的内容和标准。我们今天谈群众

关系，即不仅要关心他们的食住行用、生养病葬，还

要在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精神生活、文化娱乐等

方面给予关心。特别是对受灾群众要尽力地为其

排忧解难，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同时，干部也要接

受群众的监督，放下架子，不耻下问，认真听取群众

的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做到既当群众的先生，又

当群众的学生，克服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的劣习，以

人民群众的民生为重；以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

乐。做人民群众知冷知暖的贴心人。

六 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素质
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面对浮夸风和瞎指挥生

产的不良倾向，深入农村工厂调查，以革命者特有

的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

病疾，并主动承担责任，有效地进行了纠正，在人民

中有口皆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带

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难能可贵的是，他带领中央恢

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

了“文革”的错误，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公正地对

待遭受委屈的群众，树立了公道正派的典范。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检验真假改

革者的试金石。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需要科学的求实态度和彻底的客观务实

精神。对于广大干部来说，任何弄虚作假和形式主

义都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大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都将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都将陷于既误己又误

国，既害己又害民的不义之境。因此，时代要求今

天的干部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公道正派，

秉公办事；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大公”原则，以

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公”标准去处理问题，去赢得群

众的信任和拥护。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主席在看望出席全国

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

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

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

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

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

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

耻。他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

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

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10]

四川汶川五·一二特大地震灾害涌现出无数可

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地震灾害考验和锻炼了广大

干部队伍。人民是我们的道德楷模和社会道德基

石，广大干部必须责无旁贷地站在全社会道德建设

的最前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要知松高洁，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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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雪化时”。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严峻时刻，传

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品格，抓紧、

抓好干部职业道德建设是适应时代需要和完成艰

巨使命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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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lk about the Inheritance and Carrying Forward
of the Cadre’s Moral Construction

HUANG Xiao-lin
（Mianyang Normal Institute，Mianyang，Sichuan 621000）

Abstract: At the revolutionary age, Mao Zedong and other revolutionists of the first leadership coll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ir outstanding wisdom and lofty moral qualities, called and led thousands of
revolutionary cadres and cast some models of these cadres’ideals, characters and moral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and inherit their excellent quality,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anti- earthquake relief practice, and use it to
educate and equip today’s young cadres and help them defeat the challenge of the money worship, hedonism,
extreme egoism and the erosion of the corruption, depravity and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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