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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
下简称《准则》）明确规定：“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
生活会制度。”这是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
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丰富实践，对坚
持党内组织生活基本制度作出的明确规定，对于提
高党员素质，锤炼党员党性，增强各级党组织“四自”
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以开好党
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为
主要内容的党内组织生活基本形式。在延安整风运
动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
结——批评——团结”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的
方针。各级党组织运用这一方针，通过召开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洗党员思想
上、政治上、行为上的灰尘，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加
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促进了党的肌体健康。《准则》提
出：“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
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
一整改落实。”这是各级党组织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的基本要求，必须贯彻好、落实好。

一是端正思想认识。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
认真学习党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
刻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
己的真正爱护，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有效办法，进一步
提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性，克服思想障碍，
防止因怕丢面子、怕伤和气、怕穿小鞋而不敢正视问
题，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二是充分做好
会前准备。党组织要广泛听取党员群众对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意见建议，梳理汇总分析，为查摆
问题打好基础。同时，要深入开展谈心交心活动，沟
通思想，增进了解，化解矛盾，特别是帮助问题比较突
出又缺乏认识的同志提高认识、正视问题。平时有隔
阂、有误解的同志更要通过谈心交心，加深了解，交换
意见，互帮互谅，化解矛盾和问题。三是严肃认真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上，领导班子成员要
紧扣主题，突出重点，认真进行对照检查，不评功摆
好，真正找出自己身上的问题，包括在落实从严管理
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相关要求方面的问题，对群
众意见和上级点明的问题要注意检查并作出实事求
是的回应，并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深刻检查
剖析问题根源，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班子成员之间
都要开展诚恳的相互批评，敢于坚持原则，指出问题，
真诚帮助提高，防止好人主义。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
会也要结合实际，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出“辣味”，
开出实效。四是抓好整改落实。坚持从自己改起、即
知即改，不等待观望、不敷衍塞责。针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和民主生活会上查摆的问题，无论是班子的还是
个人的，都要制定整改措施，扎实整改落实，并在一定
范围内进行通报和公示。

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必须充分发
挥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准则》提出：“中央政
治局带头开好民主生活会。”各级党委（党组）要自觉

向党中央看齐，以党中央为榜样，严肃认真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形成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提高“四自”能力的良好政治
习惯。

《准则》提出：“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定期、随机参加下级党组织领
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各级党委（党组）要
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
生活会的指导督促，每名班子成员都要根据自己分管单位、分管领域领导
班子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联系工作实际，选择一些单位随机参加
党组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对那些不严肃、不
认真，甚至走过场的，要责令重开。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

？

谈心谈话制度是党的组织生活重要形式。《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党
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和党员之间、党员
和党员之间要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这是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中
开展广泛深入的谈心谈话活动成功实践，丰富完善
党的组织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针对性、有效性
的有效抓手。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探索运用这一形式
开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在革命、建设和
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逐渐积累和形成了一整套
好经验好做法，为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政
治优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按
照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各级党组织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组织引导党
员广泛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取得显著成效，为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形成良好政治生态打下好的基础。

坚持谈心谈话制度，关键是要敞开心扉，以诚相
见，见人见事见思想。要带着问题谈，班子成员之间
要经常开展谈心，主动亮明自身存在的问题，诚恳指
出对方的问题，相互交换对所在领导班子存在问题的
看法，深入探讨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对一些有误解、
有分歧的问题要敞开谈。要出以公心同志式地谈，有
话讲在当面，有什么问题就提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摆什么问题，推心置腹、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共同
提高。

坚持谈心谈话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落实
《准则》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带头谈”的要求，一般要做
到“三必谈”：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必
谈，班子成员相互之间必谈，班子成员和分管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之间必谈。《准则》提出，领导干部“也
要接受党员、干部约谈”。这是对领导干部改进作风、

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要真心诚意接谈，满腔热忱沟通，决不能流于形式，
更不能以各种理由推托。

坚持谈心谈话制度，村、社区、企业、机关、学校等基层党组织不能放
松。要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要求落实到每个支
部、每名党员，就必须把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扎实。要采取个别谈话、
集体座谈等多种方式，有组织地在支部开展谈心谈话活动。许多地方和单
位利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民主评议党员等契机，组织基层党组织班子成
员间逐一谈心，党支部负责人和党员普遍谈心；有的对外出流动党员采取
电话沟通等途径，了解思想和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有的对困难党员、
年老体弱党员上门谈心，主动关怀，扶贫帮困。这些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和
推广。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坚持谈心谈话制度

？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要求：“坚持对党员进行
民主评议。”明确规定党组织要“督促
党员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对照
入党誓词、联系个人实际进行党性分
析”。这是多年来党的先进性建设探
索积累的成功经验，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生动实践，对于严格党内
政治生活，增强党组织活力，加强党员
教育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
有具体抓手和机制。1988 年年底，各
地按照中央要求，在试点的基础上，
探索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至 1991
年，全国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对党员
进 行 了 一 次 民 主 评 议 ，取 得 好 的 效
果。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按照党中央部署，
基层党组织召开组织生活会并进行

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一般按照个人自
评 、党 员 互 评 、民 主 测 评 的 程 序 进
行。实践证明，民主评议党员，能够
让广大党员经受严格的党内政治生
活锻炼，是靠经常工作和制度来加强
党的建设的有效方法，是广大党员进
行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的好形式。

民主评议党员把对党员的教育、
管理、监督融为一体，有利于增强党
员党性。民主评议党员把增强党员
党性特别是政治上的坚定性作为评
议重点，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采取
多种方式组织引导党员对照党员标
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查找自己
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
系群众、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完成党
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等方面存在的
差距和不足，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
制定整改措施。这是进行党员标准

再教育的有效形式，能够使每个党员
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处处以党
员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民主评议党员充分运用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武器，有利于党组织依靠
自身力量解决党员队伍中存在的问
题。民主评议党员最重要的工作环
节，就是党员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
党员之间、党组织和党员之间开展相
互批评。许多地方针对党内生活中
存在的自我批评谈情况、相互批评提
希望，思想斗争开展不起来的倾向，
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党章，重温老一辈
革命家有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论述，
帮助党员提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自觉性。许多基层党组织对那些
文过饰非、有问题不检查或检查不深
刻的，进行重点教育帮助。许多党员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自觉以普通党员
身 份 参 加 学 习 和 评 议 ，带 头 解 剖 自

己，带头开展批评，带头搞好整改，为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出了示
范。基层党组织把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武器经常用、长期用，就会越用越
灵，战斗堡垒作用才会充分发挥。

民主评议党员把表彰先进、调动
党内积极因素同处置不合格党员、克
服消极因素结合起来，使党组织保持
生机活力。通过评议，许多党性强、
工作强的“双强”党员受到党组织表
彰，其中一些特别突出的先进典型被
上 级 党 委 授 予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称 号 。
同时，一些在工作生活中带头作用发
挥不好的党员受到教育和警醒，不合
格和犯有各种错误的党员受到组织
处理或纪律处分。通过民主评议，使
党员从正反两方面受到教育，先锋作
用成为动力，更加引领人、鼓舞人、教
育人，形成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
的良好导向。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理解坚持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
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
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的重要手段。”深刻领会这一重要
论断，对于用好用活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个武器，具有重大意义。

有无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能不能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
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大
公无私、光明磊落的党，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
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丝毫不
害怕失去什么。无私就能无畏。因
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不隐瞒自己的观

点，不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惧怕、不拒
绝批评和自我批评，相反，它能够积极
主动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在同各
种错误路线、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中，
特别是在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
党的队伍影响、清除各种政治灰尘对
党的肌体侵蚀的自身建设实践中，逐
步树立和培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
良作风，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保持和
发展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

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是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
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辩证唯物主
义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始终充满着
矛盾。在领导干部的合作共事中，领

导班子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是经常的，
也是必然的，关键要看如何对待这些
矛盾。如果回避矛盾，或者好人主义
盛行，任其发展，甚至对错误的东西
置 若 罔 闻 ，就 有 可 能 使 矛 盾 越 积 越
深，同志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影响
团结、影响班子整体合力。如果坚持
原则，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敢于揭露问题、敢于触及思想灵
魂，敢于指名道姓地提意见、挖根源、
论危害，就能做到防微杜渐、见微知
著，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能分
清是非、达成谅解，形成心齐、气顺、
风正、劲足，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现实中，一些地方领导班子长期不团
结、内耗严重，正气不彰、邪气肆虐，

根 本 原 因 是 那 里 的 党 组 织 不 敢、不
愿、不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 ，是 党 员 提 高 党 性 修 养 的 重 要 条
件。一个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
员，必然是一个敏于内省、勤于修身，
严以律己、见贤思齐，坚持正义、主持
公道，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不断提高
党性修养的党员。许多人犯错误都
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开始时
的批评和提醒，犹如醍醐灌顶、当头
棒喝，可以使他们警觉起来，不至于
越走越远。这些事实表明，党内必要
的思想斗争绝不能没有，放弃批评和
自我批评，如同战士丢掉枪一样，必
然吃败仗。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
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敢于和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是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
保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对于怎样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提出了明确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团结——
批评——团结”，贯彻“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是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遵循的重要原
则。批评别人也好，自我批评也好，
都要注重用事实说话，有一说一、有
二说二，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既不掩
盖问题又不捕风捉影，注重从政治上
看问题，以大局为重，从大处着眼，原
则问题不回避，枝节问题不纠缠，不
搞无原则纠纷，不把一般问题说成是
严重问题，不把偶然的、个别的错误
说成是一贯的错误。坚持从团结的

愿 望 出 发 ，对 缺 点 错 误 进 行 分 析 批
评，帮助同志提高认识，改过自新，既
使本人受到教育，又使其他同志引以
为戒，达到新的团结、实现共同进步。

要 严 于 自 我 解 剖 。 胸 怀 坦 荡 、
光明磊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是
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格。要以对
党 和 人 民 的 赤 胆 忠 心 勇 于 自 责、勇
于 自 省 ，毫 不 留 情 地 揭 露 自 己 的 缺
点 和 错 误 ，及 时 打 扫 身 上 的 政 治 灰
尘和政治微生物。经常对照党章党
纪要求找不足，对照焦裕禄、杨善洲
等 先 进 典 型 找 差 距 ，对 照 组 织 、同
事、群众意见找问题，经常反思自己
在理想信念、思想觉悟、工作作风、
道 德 修 养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突 出 问 题 。
对 于 发 现 的 问 题 ，多 从 主 观 上 深 入
剖 析 根 源 、认 清 危 害 ，敢 于 触 及 思

想、触及灵魂，并且见诸行动，彻底
整 改 ，在 工 作 、生 活 中 认 真 加 以 解
决 。 坚 决 反 对 盲 目 自 信、自 我 感 觉
良好，对自身问题视而不见、护短遮
丑、知 错 不 改 等 错 误 倾 向 。 对待别
人的批评要心怀感激，有听得进刺耳
之言的勇气和境界，即使别人的意见
完全不对，也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不能用批评
抵制批评，搞无原则的纷争。

要勇于开展相互批评。坚持党
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
益第一，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
讲面子，以对同志、对组织、对事业
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开展批评。发
现 别 人 的 问 题 要 及 时 指 出 ，对 问 题
严 重 的 要 猛 击 一 掌 ，敢 于 板 起 脸 来
批 评 ，坚 决 反 对 事 不 关 己 、高 高 挂

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
和 好 人 主 义 。 批 评 要 出 于 公 心 ，不
能主观武断，更不能从个人恩怨、得
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要坚
持 以 理 服 人 ，对 同 志 既 严 格 要 求 又
不 求 全 责 备 ，着 眼 于 帮 助 别 人 提 高
思想认识，采取民主说理的方式，对
缺点错误的性质进行客观分析和公
正评价，在摆事实、讲道理中让被批
评者感到批评者的诚恳和中肯。要
坚持以情动人，做到和风细雨，润物
无声，入情入理，允许有缺点、犯错
误 的 同 志 有 一 个 接 受 教 育、认 清 是
非的过程。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话摆在桌面，不留尾巴，坚决反对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
后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新华社北京电）

怎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检查指导工作是上级机关和领
导干部履行职责的重要环节，是推动
决策和工作落实的重要手段，是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决策水平的重
要途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指出：“上级机关和领
导干部检查指导工作，既要讲成绩和
经验，又要讲问题和不足；既要注重
解决问题，又要从问题中反思自身工
作和领导责任。”这一要求具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深刻
领会，认真贯彻。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在 推 动 工 作 落
实 中 既 肯 定 成 绩、总 结 经 验 又 发 现
和 解 决 问 题 ，在 发 现 和 解 决 问 题 中
完 善 政 策 措 施、增 强 决 策 的 科 学 性
和 有 效 性 ，是 检 查 指 导 工 作 的 根 本
目 的 。 一 个 时 期 以 来 ，上 级 机 关 和
领导干部在检查指导工作中存在着

比较突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主
观 主 义 等 问 题 。 有 的 敷 衍 塞 责、例
行公事，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跑
景点，走马观花、蜻蜓点水，难以发
现问题；有的只讲成绩、经验，不讲
问题，对成绩、经验倾情夸赞，溢美
有 加 ，对 问 题 轻 描 淡 写 甚 至 视 而 不
见、刻意回避，生怕讲出来得罪人，
煞风景，招怨气，有迎合讨好之心而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的高高在上、颐
指气使，光对下面打板子，从不检讨
自 身 工 作 中 的 失 误 和 责 任 ，上 面 得
病，却让下面吃药，等等。这些问题
的实质是不负责任，不愿担当、不敢
担 当 ，说 到 底 是 个 人 私 心 在 作 祟 。
如 果 任 其 发 展 ，就 会 严 重 损 害 党 在
人 民 群 众 中 的 形 象 和 威 信 ，严 重 损
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提高检查指导工作实效，发现问

题是前提，指出问题是关键，解决问
题是目的。要采取多种措施，除了听
取汇报、查看材料之外，还要打破常
规，不拘一格，通过随机抽查、微服私
访、个别访谈、蹲点调研、持续跟踪等
各种方式，全面了解真实情况，把存
在的问题准确发现出来。对发现的
问题，不仅要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
表现，还要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根
源和危害。对态度不认真、落实不到
位、工作开展不力的，要敢于批评；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变通、打折
扣、搞选择性执行的，要坚决制止；对
潜在性、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及时
提醒，防患于未然；对情况复杂、受客
观条件制约、落实确实有困难的，要
同当地同志一道出主意、想办法，并
提 供 必 要 帮 助 ，共 同 破 解 遇 到 的 难
题，推动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更好地

落地生根。
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的贯彻落

实 ，是 各 级 组 织 和 党 员 干 部 的 共 同
责 任 ，绝 不 只 是 基 层 的 事 。 面 对 基
层 出 现 的 问 题 ，上 级 机 关 和 领 导 干
部 不 能 将 自 己 置 身 事 外 ，不 能 手 电
筒 只 照 别 人 不 照 自 己 。 因 此 ，在 检
查 指 导 工 作 中 ，上 级 机 关 和 领 导 干
部要善于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基
层存在的问题同自身的决策和部署
联系起来，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
真正找到问题的源头在哪里，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办法在哪里。对于反复
出现的问题，要注重从体制机制上找
原因；对于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注重
从政策上找出路；对于决策环节出现
的偏差，要主动承担领导责任。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理解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检查指导工作，既要
讲成绩和经验，又要讲问题和不足；既要注重解决
问题，又要从问题中反思自身工作和领导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