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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井冈山精神增强“三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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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冈山精神是指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井冈山革

命道路过程中所培育和发扬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

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的执着追求。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井冈山时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

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今天，弘扬井冈山精神，各级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就要结合个人的思想行为，切实强化总书记提出的“三种意识”(即忧患意识、公仆意识、

节俭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弘扬井冈山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意识、进取意识。“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还

是对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成熟的表现。一个民族没有忧患意识是可悲的，一个党没有忧

患意识是可怕的。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她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之前要艰难得多，风险

也大得多。从一定意义上说，执政时间愈长，其风险性愈大，更容易使人麻痹，产生居功自傲思想。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必须始终保持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始终保持冷静头脑，树立忧患意

识，居安思危，戒骄戒躁。  

  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就应当充分认识和应对可能预见的或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从而不

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就应当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进行正确认识和把握，抓住世界多极化

和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就应当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形势进行冷静分析和估量，正确看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进而

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在忧患中发现差距，在忧患中唤起警觉，既看到成绩，

更看到差距，正视问题、剖析原因，进而促进工作。就应当勇于创新，迎接挑战，勇于冲破一切妨碍

发展的思想观念，打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加快自主创新的

步伐。就应当将忧患意识作为一种工作的驱动力，爱国忧民、勤政务实。就应当增强自己的责任意

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忧患中增强责任意识，进而把责任变成压力，把压力变

成动力，把为国为民排忧解难作为自己肩负的神圣责任。  

  弘扬井冈山精神，增强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

的光荣传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首要问题。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

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意识，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我们党作为

执政党，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强化公仆意识。公仆意识是共

产党人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这一点。新时期的领导干

部必须认真学习体会“依靠群众”的井冈山革命传统，牢固树立公仆意识。  

  增强公仆意识，关键是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的权力、责任和义

务，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全部工作，就是

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也不应有自己的特殊

 



利益。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使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代表群众，感情上贴

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称得上合格的人民公

仆。  

  当好人民的公仆,就要把握好“权为民所用”这个核心。当好人民的公仆,心里就得时刻装着人民群

众,首先解决好权为谁所用的问题。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反之，就会损害

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权为谁所用、权为谁所掌的问题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

的。权力的性质决定权力的功能，人民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我们的领

导干部没有任何权力。做到了这一点，权才能为民所用。  

  当好人民公仆，要靠具体的行动来体现。要经常深入实际，主动与群众打成一片，问计于民，及

时掌握社情民意；耐心倾听群众意见，真心欢迎群众监督；就要热心帮贫扶困，尽心排忧解难，把群

众冷暖、民生疾苦时刻放在心上；就要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使广大群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更

多实惠；就要做人清正，执政廉洁，从而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人

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弘扬井冈山精神，增强节俭意识。节俭,是一种意识,一种社会风尚,也是一种自我约束。古今中外

都把节俭当作崇尚的生活准则和品行美德。治家讲节俭,治国也讲节俭。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虽

然我们各方面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发达，需要办的事情还很

多。因此，“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古训不能忘，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需要，是党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塑造党

的良好形象，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体

现，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内在要求；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政治素质，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

的一个法宝；是端正党风、廉洁奉公、拒腐防变，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有力武器。  

  新时期的领导干部都必须牢固树立节俭意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中，融入到权力观、政绩观、金钱观之中；崇尚节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

持廉洁从政、廉洁奉公，决不能滥用职权奢侈浪费。注意把勤俭节约的意识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贯彻

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去，体现到干部作风与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上来，坚持用节俭的

标准来衡量和检验自己的工作。在为政过程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努力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节约型

政府；努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通

过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不搞铺张浪费的“政

绩工程”。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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