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4年第2期·　　　　 ·新西部

Politics & Law丨政治·法律 Ｐ

就 会 成 为 空 谈 。 从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查 处 的 苏 荣 、 刘 铁

男、周本顺、杨家才等腐败案件看，领导干部走向违纪

违法甚至犯罪的重要原因出在家庭，出在家风败坏，出

在 自 己 并 未 修 身 立 德 。 早 在 2 0 1 3 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就

曾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

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干部自身来讲，

个 人 必 须 努 力 ， 这 是 干 部 成 长 的 内 因 ， 也 是 决 定 性 因

素。”[2]可见干部成长的内因至关重要，起决定性作用。

努力的方向即是从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开始，把培育良

好家风视为个人修身立德之重任，进而使好家风成为好

政德的涵养池。正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

平总书记清楚地看到了“道德”在一个人、一个民族发

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群众的榜样

更应该从自身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重视自己和家人

的道德建设。领导干部在家庭生活中应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做到慎言慎行，以自己的言行去约束、感染配偶和

子女亲属，努力做到正己表率、公正无私、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千百年来优秀的传

统文化正是在这些优秀领导干部家风的不断传承与践行

过程中得到发展与完善。好家风的传承，就像一条延续

着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基因带，把以家庭为重要载体

的亲情仁爱、孝悌人伦、崇德向善、恭敬礼制、身教躬

行的人文素养和道德风尚传承下来。

（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需要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

党风政风。党的十八大反腐斗争以来，我们深刻地认识

到家风不正、家风败坏直接影响了领导干部的政德。一

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为配偶以及亲属谋私利，走

上了家风败坏的不归路，并且越陷越深，最终走上违纪

违法犯罪的道路。领导干部掌握着国家权力，是一个特

殊的群体。他们的家庭家风与政党的价值观和政治目标

密切相关。一方面，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积极的家庭

环境有利于滋养领导干部家庭成员的道德和精神品质，

培养官德。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言行会对他们的家庭

乃至家族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家风不正，公私不分，

很容易导致个人道德的丧失、公共道德难以维护、政治

道德的败坏。领导干部的家庭背景，以及配偶、子女和

其他亲属的言行，不仅影响领导干部的个人形象，也辐

射着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表现，间接影响着我们党的党

风和政风。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想管好“大家”，第

一步就是管好自己的“小家”。只有在“小家庭”稳定、

和谐、充满正能量的基础上，领导干部才能在管“大家”

的工作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私尽责。因此，领

导干部的家庭道德建设也需要“严”字当头。

习近平总书记常讲，“打铁还需自身硬。”其一，

必 须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 领 导 干 部 需 要 把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的

“严”从工作学习中渗透到家庭生活中。领导干部严格

要 求 自 己 ， 以 便 在 家 庭 文 化 建 设 中 树 立 榜 样 ， 并 对 配

偶、子女和亲属进行严格的管理、教育和监督。其二，

领导干部必须严格管理家庭。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处

理党性和家庭家人的关系。关键时刻，党性发挥作用还

是 亲 情 发 挥 作 用 ， 取 决 于 家 庭 治 理 水 平 的 功 底 是 否 深

厚。大型纪录片《永远在路上》中，苏荣及其家族形成

了以卖官鬻爵、违规用人为依托，以插手项目为渠道，

以假反腐为掩盖的敛财手法。不仅伤害了江西老区人民

的心，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态，更抹黑了党在人

民心中的形象。大贪官苏荣忏悔自己家风不正，称家教

上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婚姻生活中他是一个不称职

的丈夫。老婆变得贪婪无度，收敛钱财不择手段，儿子

利用他的职权影响受贿数额巨大，这些都和他本人无视

家庭管理有重大关系。其三，要严守规矩。回顾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正是因为广大领导干部严守党章党规，才让星

星之火在中华大地上迅速燎原，让革命之路有了统一的意

志、统一的行动。那个时期，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

验，严守党章党规可以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确保革命任务

的顺利完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广大领导干部坚守对

党的信仰，不被外界诱惑和压力所动摇，他们发扬艰苦奋

斗的精神，不贪图享受，与群众同甘共苦。新时期全面从

严治党，必须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将领导干部的家

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至上而下以全新

的视角加强对广大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将领导干部

家风建设纳入党风政风建设的重要任务中，使全面从严治

党落细落小落实。因此，只有把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置于

一定的政治高度，才能让我们的党员干部做到“自省、律

己”。也只有我们的党员干部自律意识不断觉醒，才能更

好的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并营造廉洁党风政风。

（三）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

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家风，是一个家庭精神品

貌的写照，也是一个社会价值导向的缩影。”[3]可见领导

干部的家风建设关乎社会风气，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

从古至今，领导干部一直都是老百姓效仿学习的榜样，

领导干部一家的言行老百姓看的清楚听得明白。如果领

导干部不注重家风建设，甚至出现家风败坏的现象，无

疑会对老百姓产生负面的影响，即带来若干个家庭影响

千万个家庭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讲领导干部培育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