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 

李俭 

    在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准确把握“先进性”的尺度。这种

尺度，简洁地说就是：平素工作能够看出来，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危难之中能够豁出来。  

    具体说，是否可参考以下一些方面：  

    要有争先恐后的工作姿态。共产党员与普通群众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素常的工作中表现不一

样。党员总是争先恐后，生怕自己落在群众后面。这一点，连“三资”企业里的“老外”都能发

现。他们说：“谁是党员，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要有永当先锋的精神状态。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每个成员都应该成为先锋战士，

都应该永葆“先锋”的精神状态。它不因职位升降而变化，不因遇有困难而变化，不因年龄增长而

变化，不因身体状况而变化。总之是要一以贯之、终生坚持。多少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生作出了最好

的注解。  

    要有识见于先的思维能力。思维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在今天变革的

年代，创造性的思维，识见于未然的思维能力，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共产党员不

能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很明显的是思维水平不能等同。远的不说，近段时间宣传的“时代先

锋”——党员领导干部楷模牛玉儒、公正新型法官宋鱼水、工人杰出代表许振超、人民好卫士任长

霞……等等，哪一位不是想群众所未想，察群众所未察，料群众所未料？恰如有的百姓所说：“人

家想的、做的和咱们就是不一样！”  

    要有先人后己的品德。古代先哲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情怀，以

天下为己任的共产党员更应该具有先人后己的品德。这大概正是共产党受群众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的重要缘由。在当今改革大潮中，利益格局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党员具备不具备先进性，体现

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与群众相处中，在与其他党员相处中，能不能做到不仅从不与人争利，还要

让利、献利，这是一道分水岭。  

    要有吃苦在先的风格。“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常态。即使实现了全面小康和四个现

代化，无论生活中还是工作上，都还会遇有这样那样的“苦”。面临这样那样的“苦”，共产党员

一定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没有这种风格，这是衡量是否保持“先进性”的一把标尺。  

    要乐于担当实现群众利益的“先行官”。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从建

党那天起，就为保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尽心竭力。“打土豪分田地”、“斗

地主分财产”、“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每一历史时期，都在担当着实现群众利益的“先

行官”，都有出色的业绩。在这全面建设小康、群众求富奔富的年代，党员的先进性更要在这种

“先行官”方面有上佳的表现。  

    要勇于做好改革的“先行者”。一说“先行者”，人们自然联想到孙中山、孙悟空，想到先吃

螃蟹的第一人。在当今改革不断深化的年代，特别需要有众多的探索者、开拓者，共产党员就应该

扮演这样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许许多多的党员就是这样的“先行者”，带领群众不懈求索，因

而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群众的好评。在保持先进性的教育中，每一位党员应该在此方面检点自己：

是否是一个改革的“先行者”？  



    要敢于开风气的先河。“风气”，并非全部都可倡导。一些庸俗之风、封建之风、迷信之风、

奢靡之风、腐败之风等等，共产党员不仅不能倡导，而且还要大加反对；相反地，淡雅之风、节俭

之风、清廉之风、科学之风等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家庭、有益于自身的风气，共产党员却要敢开

“先河”，并身体力行、大力倡导。有没有这种勇气十分重要。这些年来，一些共产党员正是被不

良风气吹晕了、刮倒了，栽了跟斗、摔了跤子，甚至跌进深渊。  

    要善于充任观念更新的先导。“观念更新天地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之谈。在今天之

中国、今天之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发生急剧变化，观念更新不会也不能有“完成时”，总是处在

“进行时”之中。因此，共产党员要率先成为更新观念的先导，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标杆。  

    上述所言，似乎把共产党员说成了完人、超人。本人并无此意。只是想在“先进性”方面多提

出一些思考、剖析的内容。作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能努力做到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就

会显示出“先进性”，也就会受到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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