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发言稿(通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发言稿篇一

为此召开用权为民专题会议，领导干部在用权为民专题会议
上做发言，为此本站小编为大家提供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
的发言稿，欢迎阅读。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监督权力，防止权力的肆意扩张，
是实现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措施。严以用权是“三严三实”的
重要内容，也是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关键环节。严以用
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任何时
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到这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无不体现从严监督权利行使
的政治新常态。要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标，必须把严以用权
作为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

通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
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好用好党章，强化政治信仰，切
实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群众观点、思想方法、精神状态、
执政能力等问题，加深对权力的理解和应用，真正理解用权
为公、用权为民，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掌
权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特权是祸根、享特权必违公



心。

行使权力要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
终保持与同志为的党中央高度一致。在工作生活中，以社会
道德规范、规定制度、党纪国法为戒，坚决执行党章规定
的“四个服从”。 权力的行使必须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
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能在地方另搞一套，脱离中央。
如果不这样势必导致权力分散，全国形成一盘散沙，最终导
致国势衰微，积贫积弱，国富民强的“中国梦”便不能实现。
权力的行使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中央的统筹下，共同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而奋斗。

完善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考核办法，坚持“有错问
责”、“无为问责”、“奖惩分明”。按照晴隆县
委“6321”工作办法，杜绝滥用权力、越权乱作为现象，打
造高效、廉洁、奉公、干事创业的队伍，推动晴隆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实现“强县富民”的目标。

坚决反对腐败，预防腐败，惩治腐败。按照“加强教育、强
化预防、及时警醒、查早查小、坚决防止影响恶劣腐败分子
产生”的理念，完善拒腐防变教育长效作者：刘华盛，中共
晴隆县委党建办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督机
制，推进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建设，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严以用权是领导干部作风的核心问题。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
待权力，能否正确使用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
一堂必修课。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



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
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声名败、事业
损。

为官者不可能把权力带进坟墓，而权力却可以把为官者送进
坟墓。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
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因
此，在对待权力上，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对待权力一
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到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
要做到用权为民。

用权为民，要秉公用权。在xx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讲：“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
都不能私用。”正确处理权力的公与私，秉公用权、廉洁从
政，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政在去私，私不去
则公道亡”。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
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操守;以权谋
私、损公肥私，既为老百姓所不容，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
这些年来，群众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其根本特征就是以
权谋私。有些党员干部个人与公家“彼此不分”，合法与非
法利益界限模糊，混淆公私，把职权当特权、用公权换私利，
有权力就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
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经营自己
的安乐窝。这些现象不仅是导致腐败的重要诱因，更与我们
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只有把握好公与私的界限,才能真正
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
清醒的认识，时刻牢记手中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
“私”，坚持克己奉公、秉公用权、公私分明，才能把群众
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用权为民，要民主用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
度和领导制度。领导干部作为决策者，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任何方面都熟悉、都了解、都精通，做到万事周全。
在作决策的时候，搞“一言堂”、“拍脑袋”，就可能做出



错误的决策，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实践证明，很多领导干
部出事，就出在不按民主集中制办事上。在新的历史形势下，
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发扬党内民主，坚
持正确集中，凝聚全党智慧。这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不仅
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党性修养的体
现。但是，坚持民主并不是放任不管，特别是对人权、物权、
事权、财权等敏感问题，既要坚持原则、讲究政策，又要灵
活把握。要切实履行好监督和指导职能，什么事该管、什么
事该放，必须要有个度，绝不能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特别
是在一些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要广泛征
求各方面意见，真正使决策成为集思广益的过程，更加符合
工作实际，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民主的最终目
标，就是要让各项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让老
百姓更加信任党、更加信任我们的领导干部。

用权为民，要依法用权。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制，权力运行要
遵循法律的轨迹，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法无授权不
可为”，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没有法外之权。党的xx届四
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要坚持依法行政、依
法用权。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执法，做遵
纪守法的表率，在不断强化法律意识的过程中，用法律建立
秩序、规范秩序、完善秩序、整顿秩序，以新的姿态、新的
思路，来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要恪守权力的界限，做到“心
中有法”，破除“官本位”等特权思想，任何时候都不搞特
权、不以权谋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主动接
受群众监督，揭开神秘面纱，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违法乱
纪、权力寻租等行为就会无处藏身。只有依法办事，守好法
律这个底线，才算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只有做到“行必
依法”，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符合原则、程序、规
矩、法律，不越红线、不逾规矩，才能让权力造福人民。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贯彻落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实践好“严以用权”，
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过程中，领悟把握好权力这柄“双刃剑”，严防权力运行损
害党和人民利益，让权力运行始终造福人民、造福社会，应
始终坚持“为民用权”这一基本准则。

坚持用权为民，是我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败斗争
取得成功的法宝。任何时候，领导干部都要清醒的认识到手
中掌握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会凭空而来，更不
是靠买卖得到。因此，让权力回归“为民”本位，对解决好
用权为谁的问题提供了坚定不移的方向。只有坚持用权为民，
才能让人民群众坚定支持我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
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才能使反腐工作成为一把利剑，为纯洁
党员干部队伍，树立党风政风一路披荆斩棘。

坚持用权为民，是我党巩固执政之基的根本要求。俗话
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随着我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斗争
到经济建设的转移。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领导干部禁不
住“呼风唤雨”的诱惑，在以“权”换“钱”的欲望驱使下，
企图名利双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党和政
府的形象，失信于民。“蝼蚁之穴，溃之千里”，若不加以
警惕，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将慢慢的侵蚀其他党员干部的
信念堡垒，动摇我党的执政之基。只有坚持用权为民，行使
权力的时候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抛弃私心杂念，时刻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筑牢我党的执政堡
垒。

严以用权要时刻敬畏制度笼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党
员领导干部没有按制度行使权力，会催生公权私有观，使权
力寻租滋生蔓延，催生家族式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导致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下降，加剧社会公共资源的两级分化，加
深社会公平的鸿沟，引发社会矛盾。做到用权为民，需要在
用权的过程中树牢规则意识，时刻敬畏制度笼子，使权力行
驶在依法的轨道上，以制度管权、监督权力运行，让权力运
行在阳光下温暖人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
民服务的，手握权力的干部要谨记，莫让权力既“伤害”了
人民又“葬送”了自己。只有时刻坚持“为民用权”要求，
自觉履职尽责，才能成为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及党和人
民需要的好公仆。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发言稿篇二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以用权是关键。权力是把双刃剑，
正确用权就能为人民造福，滥用权力就会损害群众权益，损
害党和政府形象。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
力，“修身”和“律己”主要是为用好权。如何做到严以用
权?我们一起讨论。

织密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

制度是规矩，敬畏制度才能不越红线、不逾规矩。严以用权
关键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运行划“红线”、布
“雷区”，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笼子”要严密结实。权力具有天然膨胀性和腐蚀性，没



有“笼子”约束不行，“笼子”不严密结实也不行。要加快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每个职能部门及每个岗位职责与权
力边界，规范和明确权力运行程序、环节、过程、责任，而
且要做到可执行、可考核、可问责。“笼子”要透明。阳光
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都要公开，让违规行为
“无处藏身”。“出笼”要严惩。要让“笼子”通上“高压
电”，增强制度执行力，既要有严的制度，又要有严的执行，
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不管什么人，“出
笼”必受惩，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李盾)

心中有戒不任性

心有戒尺，方知高低。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领导干部
心中要有戒尺，把手中的权力用当其时、用得其所，才能一
身干净、为官有为。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其所能造福一方，胡作非为将权倾人
亡。要心存敬畏，对待权力决不能趋之若鹜，更不能徇私枉
法、以权谋私，要始终有平常之心、戒惧之意，淡泊名利、
坦然处置，筑牢慎权慎行的防火线;要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坚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底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置于群众监督的阳光下。

有多大权力就要担多大责任，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作为。
要扎实履职尽责，以焦裕禄、谷文昌等先进模范为镜，发
扬“老黄牛”精神，能担重任、敢涉险滩、勤于耕耘，积跬
步才能见长效;要甘于奉献，着眼地方长远发展，要甘于追求
潜绩，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守得住青山绿水，
留得住后世政声。(蔡洪帅)

答好用权“三问”

弄清“权是什么”，明确公仆身份。为民谋利是权力的王道。
权力是服务人民的工具，不是个人享受的工具。如何用好权



力，本质上是用权为公还是用权为私的问题。自古以来的历
史说明，为官只要用权为“公”，就会得到人民的称赞和尊
重，否则，就会让群众不耻和诟病。

明白“为谁用权”，担起肩上责任。职务就是服务，权力就
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要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
基本要求，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面前敢负责、出现过失敢
担责。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要豁得出来、顶得上去;面对各种歪
风邪气要敢于较真、敢于碰硬;面对重大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懂得“怎么用权”，遵从法纪规矩。对手中的权力，要有敬
畏之心，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保持心
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约束，做到依法用权、秉公
用权、廉洁用权。要守好公与私的分界线，坚决防止市场交
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绝不搞权力寻租、权钱交
易。(杨巧)

遵守规矩不能无所作为

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干部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少了，
但少数干部却出现了为官不为的“权力休眠”现象。有的认
为条条框框多了，束手束脚，为官越来越难，干脆“为官不
为”;有的认为“油水”没了，干和不干一个样，干脆懒得去
干，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

严以用权和干事创业不是对立关系，严以用权是为了更好干
事。为官不易不能为官不为，遵守规矩不能无所作为。纪律、
规矩挺在前，不是让干部用权时缩手缩脚，而是要在纪律规
矩内办事。做党的好干部的确“不易”，越是“不易”，就
更应倍加珍惜、严以用权。

治理“权力休眠”必须出重拳、用重典。对那些只想当官不
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的干部，有效的办法是“不换思



想就换人”，让“权力休眠”者“休息”，腾出位置给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发言稿篇三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监督权力，防止权力的肆意扩张，
是实现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措施。严以用权是“三严三实”的
重要内容，也是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关键环节。严以用
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任何时
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到这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无不体现从严监督权利行使
的政治新常态。要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标，必须把严以用权
作为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

通过”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加强
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好用好党章，强化政治信仰，切
实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群众观点、思想方法、精神状态、
执政能力等问题，加深对权力的理解和应用，真正理解用权
为公、用权为民，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掌
权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特权是祸根、享特权必违公
心。

行使权力要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坚定
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
终保持与同志为的党中央高度一致。在工作生活中，以社会
道德规范、规定制度、党纪国法为戒，坚决执行党章规定
的“四个服从”。 权力的行使必须守政治纪律，讲政治规矩，
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能在地方另搞一套，脱离中央。



如果不这样势必导致权力分散，全国形成一盘散沙，最终导
致国势衰微，积贫积弱，国富民强的“中国梦”便不能实现。
权力的行使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中央的统筹下，共同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而奋斗。

完善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考核办法，坚持“有错问
责”、“无为问责”、“奖惩分明”。按照晴隆县
委“6321”工作办法，杜绝滥用权力、越权乱作为现象，打
造高效、廉洁、奉公、干事创业的队伍，推动晴隆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实现“强县富民”的目标。

坚决反对腐败，预防腐败，惩治腐败。按照“加强教育、强
化预防、及时警醒、查早查小、坚决防止影响恶劣腐败分子
产生”的理念，完善拒腐防变教育长效作者：刘华盛，中共
晴隆县委党建办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督机
制，推进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建设，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发言稿篇四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权力来自人民，其根本宗旨和运行目标
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干净就是要
坚持用权为民，既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又要做好制
度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干事就是要坚持用权为
民，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权力来自人民，其根本宗旨和运行目标
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领导就是服
务”。这句话形象地表明权力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掌权
只是拥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用权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谋
利益。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郑培民，这些光辉的名字
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颂扬与怀念，就是因为他们始终
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廉洁从政、
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当然我们说执政为民、与民兴利，并不否认党员干部拥有合
法、合理的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要以不以权谋私、不
假公济私为前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也是这个
道理。

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和挑战。尉氏县乡
镇干部宋领安表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
务必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
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群众办事，决不能使之成为牟取
私利的工具;要认识到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越大，责任
就越大，正确用权的警惕性就应该越高;要不断加强主观世界
改造，不断提高党性修养，使自己真正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今年1月，中共中央在与中央党校
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
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

焦裕禄致力于改变兰考面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然
是“党交给的任务”，用生命诠释了“心中有党”;焦裕禄在
兰考工作虽然只有475天，但群众至今依然怀念他，根本原因
就是他“心中有民”;他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全



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和蹲点调研，作出治理
“三害”的正确决策，做到了“心中有责”;焦裕禄亲自起草了
《干部十不准》，从不利用手中权力谋私利，以身作则践行了
“心中有戒”。

“当下，作风问题虽然大有改观，但仍然不容小觑，官僚主
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仍有一些市场，有的地方仍存在‘门难进、
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机关作风现象。作风不佳、服
务意识淡薄，实际上是党风不纯，将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
系。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
市民刘力勇感慨地说。

要认识到权力来自人民，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切实增强学习的
紧迫感、压力感，多挤出时间读书学习，不断充实自我、完
善自我。还要积极投身实践，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增长才干。
敢于到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摔打锻炼，到最基层、
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进行一番锻炼，做出一番业绩。
更要警钟长鸣，慎独慎微，“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
不为”，一定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用党章
党纪严格约束自己，经常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对照检查自己，
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筑牢思想道
德的防线。

党的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精神，用好的作风使精神深入人心。要认真贯彻落实关
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关
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
以“一学两争三优”活动为契机，彻底转变观念，增强服务
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理念，改
进作风，求真务实地干好工作。要围绕群众的利益开展工作，
以群众的满意度检验工作，始终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实现人
民群众的利益上。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遵守权力使用
的纪律规定，牢记权力就是责任的理念，要让权力来自于人
民又服务于人民，确保“一学两争三优”活动取得实效。



坚定信念为民服务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它用通俗幽默的话语道出了为政之根本就是为民，也道出了
百姓对于党员干部的要求和希冀。一切为了群众，这也是党
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党
提出的必然要求。

有些干部存在为官不为现象，不仅是对服务的懈怠，更是对
职责的亵渎。一些干部工作时间久了，就会产生消极懈怠的
思想，干事的热情消退、动力不足，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上不为党委、政府分忧，下不为人民群众解愁，产生了“做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子想法。其实质是“没有好处不
作为、有了好处乱作为”的思想在作怪，反映出一些党员干
部党性不强、思想不纯、行为不正。

市民周育奇在其博客中写道，广大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
人民赋予领导干部权力，使他们通过国家机器和各种手段，
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造福。如果领导干部忘记了这个根
本，脱离了群众，不认真琢磨怎么搞好工作，成天谋划甚至
追逐私利，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手
中或多或少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一定要提防“官本位”的
陷阱，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知道群众在他
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他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我市通许县司法局邸阁司法所原所长王运宏就是“为人民服
务”的忠诚践行者。从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20xx年的他，始
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先后成功调解了1800多
起民间纠纷，化解平息了10多起群体性事件，安置帮教了180
余名刑释解教人员，为群众代写法律文书5000多份。因长期
工作积劳成疾，王运宏于20xx年2月病逝，被中央政法委追授为
“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

领导干部用权为民专题发言稿篇五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严以用权是领导干部作风的核心问题。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
待权力，能否正确使用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
一堂必修课。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
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
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声名败、事业
损。

为官者不可能把权力带进坟墓，而权力却可以把为官者送进
坟墓。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
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因
此，在对待权力上，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对待权力一
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到慎用权、善用权、用好权，
要做到用权为民。

用权为民，要秉公用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讲：“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
都不能私用。”正确处理权力的公与私，秉公用权、廉洁从
政，是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政在去私，私不去
则公道亡”。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
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操守;以权谋
私、损公肥私，既为老百姓所不容，也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
这些年来，群众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其根本特征就是以
权谋私。有些党员干部个人与公家“彼此不分”，合法与非
法利益界限模糊，混淆公私，把职权当特权、用公权换私利，
有权力就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
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经营自己



的安乐窝。这些现象不仅是导致腐败的重要诱因，更与我们
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只有把握好公与私的界限,才能真正
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
清醒的认识，时刻牢记手中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
“私”，坚持克己奉公、秉公用权、公私分明，才能把群众
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用权为民，要民主用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
度和领导制度。领导干部作为决策者，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任何方面都熟悉、都了解、都精通，做到万事周全。
在作决策的时候，搞“一言堂”、“拍脑袋”，就可能做出
错误的决策，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实践证明，很多领导干
部出事，就出在不按民主集中制办事上。在新的历史形势下，
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发扬党内民主，坚
持正确集中，凝聚全党智慧。这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不仅
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党性修养的体
现。但是，坚持民主并不是放任不管，特别是对人权、物权、
事权、财权等敏感问题，既要坚持原则、讲究政策，又要灵
活把握。要切实履行好监督和指导职能，什么事该管、什么
事该放，必须要有个度，绝不能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特别
是在一些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要广泛征
求各方面意见，真正使决策成为集思广益的过程，更加符合
工作实际，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民主的最终目
标，就是要让各项工作更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让老
百姓更加信任党、更加信任我们的领导干部。

用权为民，要依法用权。权力的边界就是法制，权力运行要
遵循法律的轨迹，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法无授权不
可为”，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没有法外之权。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充分体现了我们
党治国理政从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要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用权。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执法，做
遵纪守法的表率，在不断强化法律意识的过程中，用法律建
立秩序、规范秩序、完善秩序、整顿秩序，以新的姿态、新



的思路，来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要恪守权力的界限，做
到“心中有法”，破除“官本位”等特权思想，任何时候都
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揭开神秘面纱，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违法乱纪、权力寻租等行为就会无处藏身。只有依法办事，
守好法律这个底线，才算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只有做
到“行必依法”，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符合原则、
程序、规矩、法律，不越红线、不逾规矩，才能让权力造福
人民。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