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热点述评
Highlights Review

好干部要具备“真”品行
李春成

【摘要】好干部必须具备“真”品行，但当前一些基层干部却存在失“真”甚至反“真”
行为，具体表现为阵风式行动，擅长“表演”“做秀”，不能久久为功；凑合性应付，“差
不多就行”“得过且过”；象征性行动，重视在嘴上、措施在纸上、行动在会上 ；诿责
式策略，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虚假性呈现，搞数据造假、事迹作假、现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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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真”是一个很常用的参构词，如“认

真”“较真”“求真”等，具有鲜明的道德规范特征。

“真”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品行，“真”品行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党员干部必须讲政治、

明是非、有理想、有信念、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正确

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结合中国实际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情——正心诚意，忠信笃敬。作为治事者，党员

干部必须诚其意、正其心，端正从政动机、澄清价值取向、

纯化公共服务动机，确保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意——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所谓意志力，就是克服各种困难，

将注意力和行动力持续专注于目标的品质。行——全面

从严，真抓实干。较真、从严、务实是“真”行为的基

本特征。知情意行四个维度是相辅相成、难分彼此的，

焦裕禄、谷文昌、廖俊波、邹碧华、黄文秀等一大批先

进党员干部，无不融“真”知、“真”情、“真”意、“真”

行于一体，无不知“真”于心、担“真”于身、履“真”

于行。

干部失“真”的主要行为表现

好干部必须具备“真”品行，必须把认真当作根本

工作态度。但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一些党员干部确实存

在失“真”甚至反“真”行为。基层干部队伍中既有推

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

也有政治麻木、办事糊涂的昏官和以权谋私、异化变质

的贪官。党员干部的“失真”行为，从内容上看，既表

现在公共治理和为人民服务方面，也表现在理论学习和

组织生活方面；从形式上看，有阵风型、凑合型、象征型、

沉默型、诿责型、虚假型等。

阵风式行动。这类行动别名为“运动式治理”，其最

显著的特征是，“风”起时雷霆万钧、飓风过岗，“风”

过后雨过天晴、复归平常。无论是党内学习，还是公共

治理，这种“一阵风、一阵子”的搞法往往能起到立竿

见影的效果，但后续长期效果则毫无保障，甚至还有“表

演”“做秀”的嫌疑。此类行动适用于那些能一次性终结

的任务。但是，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

往往都“永远在路上”，所以，因其不能持之以恒也就不

能久久为功。

凑合性应付。此类行动者缺乏认真进取、精益求精

的精神，其座右铭是“差不多就行”“满意即可”“得过

且过”，因此他们往往对“全面从严”感到不适甚至反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有的

说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束缚了手脚 ；有的说党员、干

部也有七情六欲，管党治党应‘人性化’；有的说都去抓

管党治党，经济社会发展没精力抓了。说来说去，就是

希望松一点、宽一点”。对于党内民主生活和为人民服务，

一些干部持“何必当真”的观念、“得过且过”的想法、“干

一下得了”的心态。

象征性行动。“四风”问题之形式主义和部分官僚

主义表现属于这一类。此类行动者对待理想信念、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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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上级指示等，口头上表示认可和服从，并做出合

乎要求的表现，但内心缺乏真诚、不敬畏不在乎，因此，

其行动策略是“做做样子”“意思一下”，重视在嘴上，

措施在纸上，行动在会上。主要表现有 ：在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只空泛表态不落实 ；在维护群众利益上不担

当不作为，漠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把落实

工作等同于多头发文、层层开会 ；督查检查工作时阵仗

声势大、层层听汇报 ；工作调研时以搞形式、走过场取

代察实情、听真话、取真经。从“真”的角度看，象征

性行动的实质是知行不一、言意不合，图虚名、务虚功，

追求形式、不重实效。

集体性沉默。西方有个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比

喻公共生活中人们面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不良现象，却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避而不谈。在个别基层党政机关中，

或是为了避免尴尬，或是怕得罪人，真正的批评与自我

批评似乎成了“禁忌”，对于组织管理或个人行为中存在

的问题，尽管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都故作不知、刻意

回避——只有“赤子”“炮筒子”才会说。这种集体性沉

默不仅使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解决，而且会滋长问题、

滋养腐败 ；不仅会使组织成员之间缺少信任、互相提防、

难以真诚沟通，而且会麻木干部的政治神经、瓦解人们

的道德是非感。

诿责式策略。不可否认，认真、较真、创新有时是

有风险的，并由此可能会对行动者产生不利。真正认真

的人敢担当、敢担责。有些干部工作中之所以不敢认真、

不敢较真、不敢创新，是因为害怕由此可能产生的不良

后果对自己不利、要担责。于是，遇到难处理的人和事，

面对攻坚克难任务时，其行动策略要么是通过官僚主义

不作为而免于担责，譬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使用拖

字诀等 ；要么是把责任推给他人或通过辩解化解责任，

譬如出事后遮丑护短、说情开脱、找“替罪羊”，归因于

不可抗力，搞责任“甩锅”。

虚假性呈现。所谓虚假性呈现是指通过修改、杜撰、

制造数字、文图影音和事物表象，以掩盖真相、制造假象、

欺上瞒下，是情节极其恶劣的违“真”行为。虚假性呈

现可能是口头汇报，也可能是书面呈报，还可能是事态

展示 ；可能是利害相关者亲自所为，也可能借助他人之

力巧妙设局。常见的类型有：数据造假，如玩“数字脱贫”、

少报事故伤亡人数等 ；事迹作假，如虚构先进干部事迹、

干部人事档案作假等 ；现象造假，如将山头刷绿以欺骗

植被航测、雇“水军”为领导网络直播“打 call”等。

一些干部失“真”的时代性成因

党员干部之所以失“真”违“真”甚至反“真”，除

了通常讲的个体理性（观念与利益）和组织管理（制度

与举措）方面的成因以外，恐怕还有常常被忽视的时代

性原因。当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之后，一些人会觉得“差

不多可以了”，应该歇一歇喘口气好好享受一下了。人工

智能与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后物质主义消费文

化对传统“真”品行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后真相主义世界观。作为概念的“后真相”起初是

指政客利用民众的情感和信仰，设置非事实性议题、包

装事实，以操纵和控制公共舆论。后来，泛指介于真相

与虚假之间的“模糊”和“另类事实”。随着互联网（尤

其是移动互联网、网络社交媒体、网络自媒体等）的迅

速发展，“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人人都

可以发布新闻，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作为公众

主要信息来源的互联网，流动的是事实、宣传、谣言、

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 ；“人们应对的环境

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由新闻报道、流言和猜测构成的

虚假环境”。面对体量过载、眼花缭乱的网络资讯，网民

通常凭个人情感、信仰等选择关注那些“有关系”“有好

处”“有意思”“有期待”“有情感”的信息，情感大于真

相已成为受众的普遍心态。“后真相”其实是信息发布者

与接受者、编码者与解读者共同生产出来的。经由日积

月累的“后真相时代”体验，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

“后真相主义”观念。事实和真相并非不存在，只是人们

懒得去认真和较真。

消费主义人生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

力的极大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系统

由生产型社会转入消费型社会。如果说生产型社会的基

础是个体是否有能力并且愿意去担任不同的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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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消费型社会的基础就是人们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

力和意愿。在消费主义文化观念中，人是作为消费者存

在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消费商品、体验生活和即

时享乐。与生产者需要努力、坚守和持之以恒等“真”

品行不同，消费者需要轻松、随意和变化多样等“美德”；

与生产型人生不同，消费型人生重视的生活特质是轻松

而非严肃、感性而非理性、随和而非较真、当下而非未来、

即时而非延后。在消费型社会中，消费是为了消费者本

身——“寻求自我认同、获得社会中的一席之地，过一

种被认作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费市场中实现”。

游戏化工作风格。在工业化时期、生产型社会，以

“真”品行为核心的工作伦理是个人的价值支撑和意义依

据。生产型社会的工作伦理包含几个基本主张 ：工作本

身是一种修行，是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也是个体为社

会和国家作贡献的基本途径，因此，工作作为志业和事业，

是个体的责任与义务 ；工作要求放弃自我任性、服从组

织纪律，克制实时欲望、追求延时满足，为实现组织目

标而劳作身体、牺牲享受。然而，到了后工业时代、消

费型社会，这一切都失去了支撑。尽管还有“996”“007”，

不乏奉献甚至献身，但工作被部分人当作是一种手段，

而不是工作本身具有什么价值，也并非是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职业 ；工作不再是人生的价值载体和意义显示器，

不再需要被热爱或是被信仰以成为美德的标志，无需认

真进取，只需尽责履职完成任务即可。对应的是游戏化

工作风格，其典型特征一是自愿化，想干就干、去留随意，

工作不是义务，没有道德绑架 ；二是碎片化，适应网络

时代注意力碎片化和易分心等特点，工作时间弹性化、

工作管理人性化，不搞统一的纪律管理，也无需持续的

职业生涯管理 ；三是实时化，工作效果实时反馈，工作

报酬实时结算——等待和忍耐是一种折磨 ；四是娱乐化，

工作不是为了受苦，而是一种当下享受。

与时俱进保“真”对策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我们继

续弘扬“真”精神，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处于互联网

时代和后工业消费型社会，存在着诸多直接或间接不利

于“真”品行实践的思想观念与行动逻辑。因此，如何

与时俱进地保持党员干部的“真”品行，将成为加强党

的建设、强化干部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

树立共同奋斗目标，以理想信念和远大目标鼓舞人，

为党员干部的“真”品行提供“明灯”。一方面深化理想

信念教育，树立“四个自信”，强化党员干部的使命感、

责任感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全球挑战、执政风险和治理

危机等方面的教育，强化党员干部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找短板、查不足。

营造严肃认真的整体氛围，构建有利于保持“真”

品行的“大气候”。有效措施包括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严肃党风建设，严厉查处党员干部的“四风”问题 ；建

构多层次全方位的权力监督体系、强化对渎职失责行为

的问责等。

着力营造“讲认真”的重点场域，构建“真”品行

的养育“环境场”。“场”是包含行为线索的环境，这些

行为线索会刺激出特定的行为，人的行为态度与策略往

往受其所处场域行为模式的影响。通过对场景、仪式、

仪器、程序、规则等的设置，可以构建出“讲认真”的

场域，譬如民主生活会、重大决策讨论会、重要的执法

活动场等。

合理运用游戏化思维，增强认真工作的活力。“讲

认真”重在对事实真相的探求、对纪律原则的坚守、对

理想目标的追求，并不排斥和反对生动活泼、团结奋进、

积极创新，而僵化死板、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

义才是其“近敌”。因此，如何将目标激励、自愿自主、

实时反馈、规则约束等“游戏化”工作设计的要点贯彻

到工作中去，以提升认真工作的吸引力，是公共部门组

织管理的一个前沿课题。此外，还应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

优化干部调研的工作方法，全面推行循证决策与循证管

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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