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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天
和 尚 撞 一 天 钟 ” 的 心

态，一直是官场上的“老大
难”问题。

区别是，这种现象本身也在随
时代潮流而变化。以前可能主要表现

为上班喝茶、看报，现在媒体上爆料
出来的为官不为现象，可谓包罗万象，

打游戏、逛电商网站甚至色情网站，不
一而足。

为官不为古已有之。让人不能接受的
是，有人举例子说，一些官员在十八大以
来声势浩大的反腐进程中，开始畏手畏
脚，从过去的“勤政”变成了“懒政”。

这种逻辑的荒谬在于，将全国人民乐
见其成的反腐，放在了官员“勤政”的对立
面，变成了为官不为的借口。这种逻辑的
可耻在于，默认当官的收入是与腐败行
为有关的，否则当官动力不足。

公务员的个人利益，政府当然要
关心。比如最近出台的《关于县以

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
行制度的意见》，将让那些多

年未得到提拔的基层公务员
得到待遇提升；再如前一

阵人社部有关负责人确
认，公务员工资即将

调整。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 在 从 政
心 态 中 ， 如

果 工 资
不涨，就要将权力之手伸向

利益的诱惑之中。无论雷厉风行的反
腐，还是越来越多的带电高压线，都是

在用外部力量解决问题，真正能让政风晴朗
的，是政治规矩之下，人的心态变化。

如果说“不敢腐”“不能腐”能让我们看到制
度和治理发威，“不想腐”的局面，才是在8600多万

党员中真正地形成了规矩。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

用政治规矩治理为官不为，在中共历史上有着丰富的
经验。这种经验到了今天这个时代，被重新擦亮了
剑锋。

如今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重新被擦亮
的政治规矩，对于凝聚全党力量啃下改革的硬
骨头，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的改革任
务出炉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片惊呼，对于
改革的力度与决心始料未及。这些改革
任务，不是在办公室打游戏、逛淘宝
能解决的，是要下基层，找问题，
将自己置身于改革最前沿，带领人
民踏实苦干才能解决的。

空幽的寺庙中，无论小和
尚撞不撞钟，时间都在流
动。广大官员所身处的并
不是庙，而是改革的热土
之中，用“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来自欺欺
人，显然是没能理
解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政 治 规 矩
之 下 ，焉 有
遁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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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本报刊发《中共的政治规矩是什么》一文，引发读者热
议。对于“政治规矩”这一理解中国当下政治思路的关键词，不仅需要

厘清概念，同时要理解为何立政治规矩、如何执行政治规矩。
在我们看来，讲政治规矩，题中之义是要打破长期以来
官场存在的一些“灰色心态”。这些心态，有的已经被十

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震慑、所
涤荡，有些目前依然在官场上存在。

换 句 话 说 ， 讲 政 治 规 矩 ， 事 关
“破”，也事关“立”。破除积弊、立

下新规，“明制度于前，重威刑
于后”。

十 八
届中央纪委五次
全会上，对于反腐的
态势，习近平下了“依然
严峻复杂”的判断。这场“输不
起的斗争”，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持
久战。

这着实打破了一些人此前的“观望”心态。
这种心态，通俗地说，就是认为“反腐败是刮一阵
风，搞一段时间就会过去”，大不了“现在打枪，
暂且低头”。

但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的持续之久、力度
之大，已经给予了这种心态以事实上的打击。
十八大以来，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
荣等“大老虎”的倒掉为标志，对高级干部的
查处力度称得上“前所未有”。仅 2014年，中
央就立案查处了 54 名中管干部。同时在“老
虎、苍蝇一起打”的原则下，即使是“蝇头小
吏”，只要违纪违法，也逃不过高压的反腐态
势。

那么，反腐败的力度如此之大，是不是会
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如一些人说的那
样，“不反腐亡国、真反腐亡党”？当然不是。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论述道，不反腐确实有亡党的
危险，真反腐才能净化党的肌体，才能真正兴党
兴国。至于查处了多少高级干部、和以往相比力
度加大了多少，习近平也说，“不要算这个账，有
贪必反，有腐必惩”，“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
必反，除恶务尽”。

之所以有观望的灰色心态，说到底，还是因为对反
腐败斗争性质的认识出了偏差，低估了中央对反腐的决心
和态度。

反腐败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但如果不得罪成百上
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 13 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

“政治账”、也是一笔人心向背的账。之所以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
态度，说到底，就是为了赢得党心民心。

还有一些人，将反腐认为是“政治斗争”、“排除异己的工具”，这
种心态就更加错误甚至是荒谬了。无论是已经被公诉的官员，还是一些落
马贪官的写的“忏悔录”，都已经明白无疑地交代了违法乱纪的事实，铁证
如山。

也就是说，反腐从来不是什么“个人恩怨”。正因此，习近平才提出，无论是
谁，无论担任过什么职务，只要违反党纪国法，都绝不姑息。

在反腐问题上，没有谁能当“铁帽子王”。打破对反腐性质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心
态，就是要明确一条政治规矩：在思想上、认识上，要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下，还有一种灰色心态，认
为反腐具有“负面效应”。

这种效应，习近平在一些场合也论述过，就是
“认为反腐败查下去会打击面过大，影响经济发
展，导致消费需求萎缩，甚至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增大与反腐败力度加大扯在一起；有的人认为反腐
败会让干部变得缩手缩脚、明哲保身，不愿意干事
了”等等。他也明确指出：这些认识都是不正确
的。

比如，中国的经济的下行压力，一方面受到国
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在内因方面，则是受到经
济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产业升级等多方面影
响。如果说以往公款消费、公款购买奢侈品等“消
费需求”是以腐败为支撑的话，这种消费也注定是
畸形的、不健康的需求。去除这种“拉动经济”的
毒瘤，是为了经济更健康、更持久地发展。

而反腐，是不是会让官员不敢干事儿、明哲保
身？

这需要厘清逻辑。有些贪腐官员，在位时的确
称得上是“能吏”。因此，有一些人也会议论，“做
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小事就要抓住不放”？

并非如此。这些官员被查，并非因为做事，而
是因为贪腐。同时，他们在位时的“能干”，很多
时候也是凭着游走于灰色地带、以“擦边球”甚至
是违纪违法方式完成的。查处这些官员，不仅是肃
贪，也是对官场政治生态、政治规则的一种重塑。

还有一种灰色心态值得注意。八项规定出台之
后，大多数干部觉得解脱了、身心舒畅，家庭也有
亲切感了。但也有官员感到“失落”，觉得身上的
约束多了，以往的“风光”不再，发出“为官不
易”、“官不聊生”的感慨。

能感叹“为官不易”，说明以往为官太易。因
为现在要求的、提倡的，都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习

近平也在谈到这种错误心态时说：“看来，减
少应酬要进一步提倡，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
方式要进一步提倡。”

“官不聊生”的说法，事实上也是官僚主
义心态在作祟，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官老
爷”，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作为公仆，
就不应该“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
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
遗症”，也不能“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
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更不能“不给钱
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

打破这种心态，也是为了让官员更自觉地
守规矩、明纪律，不仅不能明哲保身，反而要
更加“为官有为”。

讲规矩、明纪律，是为了让党员干部更
加明白自己的责任，明白什么可为、什么不
可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打破对于“责
任”的灰色心态和认识。其中最需要明确、
也最能反映反腐趋势和走向的两点，是党委
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

从“主官”的角度说，立政治规矩，就是要
打破当“太平官”、“甩手掌柜”的灰色心态。

比如，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
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
内之事，每年开个会、
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
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
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
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
的 一 团 和 气 ， 疏 于 教
育，疏于管理和监督，
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
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
导 干 部 只 表 态 、 不 行
动，说一套、做一套，
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
了队伍，带坏了风气。

也有的人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
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
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或者认为自己
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
下，没有什么可怕的。

也有的主官很“委屈”：腐败现象，很
多是之前的“政治遗产”或者当地的政治生
态问题，跟自己的任内“没有太大关系”。
习近平在批评这种心态时说：“不能新官不
理旧账”，不能“失之于宽、无能为力”，出

了事，要追责。
说到底，出现领导干部

“不敢抓、不敢管”的现象，
主 要 还 是 因 为 有 “ 鸵 鸟 心
态”，唯恐得罪人、丢选票。

在 腐 败 现 象 面 前 当 好
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
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而在执纪的纪委方面，
有的地方担心查办案件会损
害形象、影响发展，有时存
在压案不办、瞒案不报的情
况 。 因 为 “ 在 一 口 锅 里 吃
饭”，所以很难监督别人。有
的地方纪委领导甚至对反映
同级党委领导干部问题的同
志说：你不要讲了，我们也
没有听见。

这种状况很不正常。要
打破“打成一片”、“一口锅
里吃饭”的心态和现状，就
要 明 确 纪 委 的 相 对 独 立 地
位，建立双重领导制，让纪
委能够“一心一意履行监督
职责”。有问题不报告、不反
映、也不惊动的“好官我自
为之”心态，在“立规矩”
的今天，必须“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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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弹” 徐 骏作 （新华社发）拆“弹”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其实，树立政治规矩，就是在向一些官场
的“潜规则”开刀。
习近平罗列了这些现象。他指出，在思想政治上，

一些人信奉“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两个嘴巴
说话，两张面孔做人”；在组织生活中，一些人信奉“自我批

评 摆 情
况 ， 相 互 批

评提希望”，“你
不 批 我 ， 我 不 批

你；你若批我，我必
批你”，“上级对下级，

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
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

着让着”；在执行政策中，一
些人信奉“遇到黄灯跑过去，

遇到红灯绕过去”，“不求百姓拍
手，只求领导点头”；在干部任用

中，一些人信奉“不跑不送、降职停
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

送、提拔重用”；在人际交往中，一些人
信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

“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
官场“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

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通无
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

疴毒瘤。对待“潜规则”，一些党员干部或是认
为无可奈何，或是持默认态度，甚至以深谙其道

为荣。
这些心态，说到底，都是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等的，也是不遵守政治规
矩的体现。

而“潜规则”的蔓延后果，即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换句话说，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不遗余力推行的作风建设和反腐斗争，就是向这些官场陋习开刀，重塑政治生态、营造清明政治环
境。立规矩，就是“破中求立”。

归根结底，对“潜规则”的默认、对自我要求的放
松，都是对党员干部身份认识的不清楚。

比如，有贪官落马之后说，“我的一个批示可以让一
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处，可以
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认为自
己手中的权力，和获得的“收益”是不成正比的，导致
心态扭曲。也有的官员认为自己“当公务员收入不高，
约束又多，同在企业工作或下海经商相比牺牲了很多”，
是一种奉献。

但习近平早已说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干部就
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以为“法不责
众”，认为“检查一阵子，享受一辈子”的随波逐流的心
态，在重塑政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的今天，是再也行
不通了。“让位” 徐 骏作 （新华社发）“让位”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两面派 大 巢作 （新华社发）


信
奉
官
场
﹃
潜
规

则
﹄
的
灰
色
心
态


信
奉
官
场

信
奉
官
场
﹃﹃
潜
规
潜
规

则则
﹄﹄
的
灰
色
心
态

的
灰
色
心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