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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改文风的实践与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 年，习近平在 《人民日报》 发表第一篇署名文章，文风已初显；任

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在 《浙江日报》上的专栏系列文章“之江新语”，每
篇针对一个问题，说清一个问题，不过四五百字；%&&' 年，时任中央党校校
长的习近平就已经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改进文风的要求。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让外界看到了党中央改文风的决心与力度。
(&)* 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用“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

场的手”，谈政府职能错位问题；对如何推进改革，他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
膀子”；对削减政府开支造福民生的问题，他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
就要过紧日子”。

相似的场面，也出现在多位领导人的座谈会上。“不要念稿”、谈实际问
题、抖“干货”，成为他们对与会代表的要求。如在中纪委的座谈会上，“尊
敬的王书记”之类的讲话被王岐山“无情”打断。“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
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王岐山说。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示范作用下，文风正在发生改
变。

(+!(年 !(月，习近平会见美国副总统卡特。新华社新闻报道，仅有“罕见”
的 ",字。此后，中央领导的考察与会议的新闻报道，字数、时长都大为压缩，新闻
媒体还运用微博等手段对中央领导考察活动进行“直播”。

从 (&-(年年底的地方“两会”开始，会议报告的“瘦身”即已成为趋势。
同样的风气，也延伸至 (&!*年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刊发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两万字的篇幅，对 ,&个方
面的重要改革问题进行了表述。在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中，看似字数多，却几乎
全是“干货”。以“探索实行官邸制”为例，在“官邸制”这个重要的问题上，
文件没有任何多余的表述。而“记得住乡愁”、“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
粮”等鲜活表述，出现在其他会议的文件中。

而从 (&!*年 ,月开始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文山会海”的
文风、会风的整治力度也可谓空前。

甘肃“省委省政府发文数量同比减少 *&.左右，全省级会议同比减少 (&.

左右，各单位压缩会议 ''&多场次”；河北“省直单位压减各类简报 $(.”；重
庆“市一级会议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0.，发文减少 )".”；广东规定“在全省性
会议上省长讲话不超过 )小时，副省长讲话不超过半个小时”……各地的动作，
正体现出新风的来临。

在“压缩”之外，“创新”的影子也到处可寻。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几十位中国驻外大使密集发声，

表达抗议。驻英大使刘晓明用“伏地魔”来比喻日本军国主义，告诫世界人民
警惕靖国神社这一“魂器”对军国主义的招魂作用；驻德大使把安倍的举动比
作给希特勒献花圈；驻澳大利亚大使则以澳英合拍电影《铁路工》为例，回顾
盟军战俘和劳工被日军摧残和折磨的历史……大使的表达使用的是所在国民众
熟悉的方式与内容，引来国际共鸣。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海外交流团的行程中，几乎每到一地，交流团都会用两
部视频短片作“开场白”———《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和《中国共产党与你一
起在路上》。轻松、幽默、“接地气”的表达，让受众耳目一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文风也远非一日之功。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习近平总书记的率先实践，已经起到了示范作用。接下来，需要各级官
员、媒体、理论界乃至全国共同努力。

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年第 )+期 《求是》 杂志，习近平在《努
力克服不良文风 积极倡导优良文风》一文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改进文
风作为一项工作要求，带头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通过自己以身作则带出
好文风来。

“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

风。”习近平总书记这么说

的，也这么做的。

) 月 )1 日，中纪委全

会上，总书记用百姓常说的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儒

家经典《论语》中“见善如

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等，

告诫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

不要心存侥幸。

)2 天前，总书记发表

%&-1 年新年贺词，篇幅短

小， 3&& 余字；语言口语

化，没有大段工作内容介

绍；段落划分简明，每一段

都言之有物，不空洞，不干

巴。

一年多前，%&-% 年 --

月 -0 日，总书记履新后与

媒体见面，语言朴实通俗却

极具感染力———“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4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

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

来创造的”……

5+年前，)"'1年 )%月

2日，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

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在

《人民日报》 发表署名文章

《中青年干部要“尊老”》，

已经流露出质朴文风。

5+ 年来，尤其履新总

书记一年多来，习近平用自

己的行动，带头贯彻他和中

央领导集体的要求———下大

力气改文风。

上任一年多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习近平总能用朴实
而简单的话语一语中的。求短、求实、求新，是习近平说话、作
文的风格；百姓话、古人话、中外经典，则是习近平讲话中时常
出现的内容，从而使百姓共鸣。

要凝聚全中国的力量、为全民族的理想奋斗，就要用百姓听
得懂、听得进、喜欢听的话讲。

%+)%年 ))月，履新之初的习近平，在记者见面会上谈起自
己肩上的责任时，念兹在兹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语言平实，并用两句毛泽
东诗词和一句李白的诗，来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
时”。而“中国梦”一词的叫响，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
之一振”（网友语）。

在海南调研时，一句“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将“小
康社会”这个目标生动质朴地表达……

对大事举重若轻，是战略自信。实在、直截的语言，背后是
思路的清晰与态度的务实。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习近平的话

语，表达出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老虎’、‘苍蝇’一起打”，则体现出重典治乱的思路。

谈改革开放这“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习近平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全党全社会奠定崇尚实干的基调；对
党内干部，他则劝勉：“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
半点含糊”。

为改进党的作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上，习
近平用“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和“清茶报纸二郎
腿，闲聊旁观混光阴”，白描党内一些干部不端的工作态度；到
河北指导省委民主生活会时，他又直截了当告诫当地班子，
“（我）可不是来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让河北省委领导干部记
住“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而在外交舞台上，习近平的“话风”也让世界耳目一新。
在刚果共和国议会演讲，他提到，“我想起一位非洲诗人的

诗句：‘向前走，非洲，让我们听到你歌声中胜利的节奏！’”；
在墨西哥，他说自己是个“足球迷”，并用中国和墨西哥的跳水
队合作为引子，道出中墨未来合作的前景；在博鳌论坛，他用
“阳光和空气”比喻和平，表达和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的重要性；在俄罗斯，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比喻历史
和现实的曲折前进，又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的
“鞋子论”，阐述国情与道路的关系；在坦桑尼亚，他谈起在当地
热播的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表达对中非交流与友谊
的期待……

在外媒看来，习近平的讲话“套话少、比喻多，道理少、个
人理解多，‘大论’少、小故事多”，是“在对外交流中追求个
性化的努力”，体现了他本人的“务实与个性”。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文章和演说也是一样。”习近平的

“文风”，与 2%年前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习近平提倡短文、短话，但“并不是说凡是长文就一定不

好”。他认为，有些重要的内容，有些深刻的道理，该强调的还
是要强调。总的原则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倡导短风，狠刹
长风。正如，“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习近平履新伊始，就把文风当做改作风的抓
手。

%+)% 年末，刚刚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颁布
了“八项规定”，要求全党密切联系群众、切实
改进作风。其中，中央对文风的要求颇为醒目：
“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
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要改进
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
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
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
看来，一个时代的文风和学风如何，往往是观察
一国或一个时代兴与衰的风向标和晴雨表。“观
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国家最
高领导人的言谈举止、思维观念，均会直接影响
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为什么文风如此重要？
)"1% 年，毛泽东在 《整顿党的作风》 中，

就把“党八股”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列在一起，当做党内存在的主要作风问题。在毛
泽东看来，文风问题是作风问题，也是党风问
题。那些空洞无物、如“懒婆娘的裹脚布”一般
“又臭又长”的“党八股”，形成的原因只有一
个：“下决心不要让群众看”。对于把同群众的
联系视为“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的共产党
来说，文风问题，是与群众的联系是否紧密的表
现，关系到党的立身根本。

空洞无物、官话连篇的文风，不仅群众不爱
看、不爱听，就连干部听了也要打瞌睡。“高射
炮打空靶”、“鹦鹉学舌背美文”、“绿豆大的
核，西瓜大的壳”等表述，都是民众对这类
“长、空、假”官样文章的讽刺。一度，一些地
方总结工作、传达精神等的“讲话”，网上一搜，

都有现成“模板”，只要把时间、地点、名称、
事项填进去就行，剩下内容都千篇一律。如此形
式主义的作风，又直接导致了官僚主义的作风泛
滥。

%++' 年，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就指
出，文风不正“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工作成
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
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损害党的
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感召力、亲和力。”

而在 %+)5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作为形式主义作风的突出表现，“文山会海”的
文风问题在多地民主生活会上被提出，成为班子
自我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之后，是针对文风
问题的一轮集中整改。

应该如何改文风？
%++' 年，习近平对领导干部说，要改进文

风，“一要勤于学习，二要增强党性修养”。从
哪儿学？“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学习新知识、学
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根本上，
“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
药，源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习近平指出，
“领导干部改进文风，应当深入基层，在实际生
活中‘望闻问切’，使思想和文字体现时代要求，
符合实际情况，能够解决问题。”

%+)+ 年，习近平再次要求领导干部，要从
“短”、“实”、“新”三个层面，下工夫改进文
风。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

桥的这句诗，被习近平多个场合引用，“就是
说， （说话作文） 一要短小精悍，二要有所创
新”。这句诗中体现出的质朴、简单、清新的文
风，可以看做习近平对全党的要求和期待。

,

个字：

求短、求实、求新

改文风：

改作风的抓手

新风气：

总书记的示范作用

链接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孔子
《论语·季氏》）

———%+)1年 )月 )1 日，在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三次全会上

空口袋立不起来。 （乌兹别克斯坦谚
语）

———%+)5 年 " 月，在参加河北省委常

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桓宽
《盐铁论》）

———%+)5年 '月 )" 日，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
充《论衡》）

———%+)5 年 2 月，在河北调研指导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资治通

鉴》）
———%+)5年 ,月 %' 日，在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
———%+)5 年 , 月 0 日，在墨西哥参议

院的演讲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

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

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

林。（车尔尼雪夫斯基）
———%+)5年 5月 %5 日，在莫斯科国际

关系学院的演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
仲淹）

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

则徐）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

天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
———%+)5 年 5 月 ) 日，在中央党校建

校 '+周年庆祝大会暨 %+)5年春节学期开学

典礼上的讲话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

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
《阿房宫赋》）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荀悦《申
鉴·政体》）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李商隐《咏史》）
———%+)5年 )月 %% 日，在十八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郑板桥）
———%+)5 年 ) 月 0 日，在新进中央委

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申孟哲整理）

习近平的引语

2013年 3月 29日，习近平在刚果共和国议会发表演

讲。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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