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7-9

7 NINGBO DAILY理论周刊·社科苑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磊明
电子信箱/llm@cnnb.com.cn

各级领导干部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者、
领导者、推动者，其领导能力
的强弱，直接关系党和国家
事业的发展。随着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面对新的使命与
任务，浙江省委反复强调要
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干部
塑造变革能力，要求领导干
部全面增强洞见力、先决力、
整合力、耐压力、执行力、创
新力、学习力、自我革新力等

“八个力”。宁波市第十四次
党代会提出，建设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不是修修补补、零
敲碎打就能实现的，必须更
新观念、创新理念，以系统性
思维塑造变革，以创造性张
力推动变革。为此，要推进干
部能力变革，着力提升政治
定力、洞察能力、创新魄力、
执行效力、自我革新动力。本
期“社科苑”提出，提升领导
干部塑造变革能力需把握以
下关键点：首要在于政治定
力，核心是拥有创新魄力，关
键是具有自我革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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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定力内涵丰富，是一个有
机整体，反映的是政治信仰、政治
立场、政治态度、政治纪律。政治
定力主要集中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
的坚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自信、党性修养初心使命的坚
守践行、严以律己的内心自觉等。
政治定力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必备能
力，也是提升塑造变革能力的前提
和首要。

政治定力是领导能力中
的第一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干部干
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
力是第一位的。有了过硬的政治能
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

“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
容”。政治定力是一种执政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
增强政治定力：检验一个干部理想
信念是否坚定，主要看干部是否能
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
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

宁波在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
都市的新征程中，领导干部的作
风、状态、能力直接决定其建设成
效。领导干部唯有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增强
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的洞察能力，做
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做到从倾
向性、苗头性问题中感知风险，做
到从“国之大者”树立大局观、战
略观，从而提高战略思维、开阔战
略视野、增强战略定力。领导干部
不断提升政治领悟力，干工作、作
决策就不会迷失方向；就能做到相
机决策，先人一步、快人一拍；就
能做到唯实惟先、善作善成，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

政治定力是塑造变革的
前提保证

身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
中国正经历着矛盾风险的大挑战、
治国理政的大考验，唯有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才能实现。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
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增强主动
应变、积极求变的决心，不断提升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的能力。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的蓝图已经绘就，领导干部唯有
主动塑造变革，才能跟上时代步
伐、勇担时代大任、不辱时代使
命。

坚持守正，变革才能保证正确
方向、拥有光明未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永葆生机活
力，一个重要原因是遵循了守正创
新之道。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创
造新的辉煌，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
一直重视政治建设，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使全党始终保
持思想统一、意志坚定、行动协
调、战斗力强大。创新的前提是
守正，同样，变革的前提也是守
正，必须把坚持正确方向的定力
与勇敢变革的自觉统一起来。政
治定力保证了变革中坚持正确的
方向、立场和原则，领导干部要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发扬
政治自觉，在塑造变革中不迷失
方向，始终把群众放在心头，始
终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认同感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
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衡量各项工作
得失的最高标准。

增强政治定力要着力做
到“三炼”

政治定力不是天生的，必须通
过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提高政治定力和政治能
力，要靠学习，更要靠政治历练和
实践锻炼。在新征程中，领导干部
必须强化思想淬炼、政治磨炼、实
践锻炼，不断提高政治定力。

1、思想淬炼提高政治素养
修炼定力、增强定力，关键是

做到勤学善思、学以致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指导思
想和行动指南，领导干部要用科学
理 论 武 装 头 脑 ， 一 要 做 到 真 学 真
懂 。 要 原 原 本 本 、 老 老 实 实 读 原
著 、 学 原 文 、 悟 原 理 ， 带 着 真 情
学 ， 把 自 己 摆 进 去 、 把 职 责 摆 进
去 、 把 工 作 摆 进 去 、 把 变 革 摆 进
去 。 要 学 深 悟 透 ， 系 统 学 、 整 体
学，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带着真
理 学 ， 切 忌 学 习 表 面 化 、 形 式 化 、
碎片化。二要做到真信真用。信仰
坚 定 才 能 定 力 十 足 。 通 过 学 习 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真
正做到学史增信，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2、政治磨炼提升政治品质
政 治 品 质 提 升 必 须 经 受 多 岗

位 、 多 层 级 、 全 方 位 的 政 治 磨 炼 ，
在 政 治 磨 炼 中 坚 定 信 念 、 增 长 才
干 、 塑 造 变 革 。 扛 起 五 大 历 史 使
命、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领导
干 部 任 重 道 远 。 一 要 坚 守 政 治 原
则，把握政治方向。领导干部必须
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在
任何情况下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
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在变革的
方向问题上，切忌遇到一点困难挫
折就打退堂鼓。该改的坚决改，不
能改的坚决守住，坚定丝毫不动摇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定
力。二要严守政治纪律，锻造一流
作 风 。 领 导 干 部 要 看 清 哪 些 事 该
做、哪些事不该做，要时刻自重自
省，有“检身若不及”的自觉，经
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
命，主动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
点 和 不 足 ， 守 住 政 治 关 、 权 力 关 、
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

3、实践锻炼提升政治能力
领导干部只有在实实在在的社

会实践中，在真真切切的基层治理
中，通过实践锻炼，才能提升政治
能力。一是在为民造福中，增强政
治担当。只有深入基层一线，才能
真 正 做 到 从 群 众 中 来 、 到 群 众 中
去，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切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真正沉下去
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切忌居高临
下 的 心 态 、 切 忌 浮 于 表 面 的 形 态 ；
创 新 开 展 下 沉 式 调 研 ， 通 过 解 剖

“麻雀”掌握真情，在经过深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出政策、作决策。二
是 在 攻 坚 克 难 中 ， 提 升 政 治 魄 力 。
坚 决 破 除 “ 甘 愿 躺 平 、 妄 想 躺 赢 ”
的佛系状态，要逆水行舟、奋勇争
先。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
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
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
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作者单位：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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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自
我革新上求突破，深刻把握时代
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
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自我革新，是领导干部提升变革
能力的关键。只有刀刃向内、革
故鼎新，推进自我革新，才能提
升领导干部的变革能力，激发生
机活力、永葆政治本色。

自我革新是生成变革
能力的内驱动力

作为变革能力的生成力量，
自我革新的关键在“自我”。自
我革新是自我反思、否定、超越
的一种积极的、自觉的革新性行
为，是主动拿起“手术刀”，自
己给自己动手术。

中国共产党既是变革的主
体，也是变革的对象。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沧桑而不
衰、历经磨难而更强，其中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领导干部能从“自
我”出发，正视自身的问题与不
足 。 党 的 百 年 历 史 经 验 表 明 ：

“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生
成变革能力必须依靠自我革新这
一关键内驱动力。正是由于从未
放弃自我革新，中国共产党才能
领导人民迎难而上，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同时，也有一些领导
干部思想僵化、行动懈怠，缺乏
自我革新的勇气，背离了党的宗
旨，逐渐丧失了变革能力，因
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
期，领导干部更要把握生成变革
能力的内驱动力。

自我革新是塑造变革
能力的关键要素

党要保持活力，领导干部就
需要具备变革能力。在“两个百
年”大变局之下，塑造变革能力
的关键在自我革新。自我革新就
是要调动全党的创造性，与时俱
进、守正创新，始终保持自身适
应形势变化的能力。

只有围绕“革新”这一核

心，才能塑造变革能力。自我革新
包含改革和创新，改革就是要改变
旧制度、旧事物。创新就是要在改
革的基础上坚持制度、体制和理论
创新。理论创新是领导干部进行自
我革新的关键，是领导干部成功塑
造变革能力的内在基础，制度创
新、体制创新则是塑造变革能力的
外在机理，是理论创新后的水到渠
成。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领导干
部的自我革新是全方位的、立体化
的，只有在不断自我革新过程中塑
造多方面的、多维度的变革能力，
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以“四于”魄力推进自我
革新，提升变革能力

自我革新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
史周期律的答案之一，超凡的变革
能力是党和人民取得事业成功的关
键驱动力。领导干部作为推进党和
人民事业的核心动力，自身要做到
敢于自我革新、善于自我革新，严
于自我革新、勤于自我革新，切实
提升自身变革能力。

1、敢于自我革新，在刀刃向
内中磨砺变革意志

党的斗争性要求领导干部要敢
于将刀刃向内，磨砺变革的意志以
提升变革能力。领导干部要自我革
新，就是要敢于刀刃向内，进行自
我剖析、自我批评。要敢于自我揭
短亮丑，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遮
掩、不回避，主动摆出自身缺点，
挑出自身的毛病；要带头放下私心
杂念，大胆开展自我批评、带头进
行自我革新，找问题、找不足，重
分析、重解决，营造一个良好的

“自我批评”氛围。
2、善于自我革新，在终身学

习中增强变革本领
党的先进性要求领导干部要善

于终身学习，增强变革本领以提升
变革能力。塑造自我变革能力，要
靠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教育、组织
培训，最主要的是靠领导干部自觉、
持续、终身地学习，主动在学习的过
程中检视自己，打扫身上的政治灰
尘，不断去除思想观念中的“杂质”。
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思想上通过学习
达到自我革新、增强变革能力，而且

要在业务能力上不断提高，善于学
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保持
自身先进性，以终身学习的态度增
强变革的本领。

3、严于自我革新，在从严要
求中担当变革职责

党的纯洁性和人民性要求领导
干部从严要求自我，担当变革职责
以提升变革能力。领导干部要严格
要求自我以提高自身“免疫力”，
经常“照照镜子，正正衣冠”，严
格对照党中央“八项规定”，严肃
对待自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风，提升自身形象。领导干部要严
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
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
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
歪风邪气。领导干部要严以用权，
自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经
济问题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以权谋
私，在用人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不
搞特权。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就
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
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
到为政清廉。领导干部要严格做到
谋事要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
工作；创业要实，脚踏实地、真抓
实干；做人要实，对党和人民忠诚
老实。

4、勤于自我革新，在久久为
功中积累变革经验

党的实践性要求领导干部久久
为功、勤于自我革新，积累变革经
验以提升变革能力。领导干部变革
能力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
仅想要自觉自我革新，而且要将自
我革新的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一
方面，领导干部要积极投身实践，
进行自我革新；另一方面，领导干
部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进行自
我革新。领导干部不能将自我革新
只挂在嘴上，而要真正地体现于实
践行动之中，花功夫、花时间、花
精力，在自我革新的实践中不偷
懒、不松懈、不怠慢。进行自我革
新，就必须要将自我革新常态化，
改革的“利刃”是需要不断锤打、
淬火，再锤打、再淬火，变革的经
验也需要在矢志不渝的自我革新中
凝练、总结。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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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建设变革型组织、提
高干部塑造变革能力，已经成为
全省各级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的
重要任务，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应
具备较强的塑造变革能力，以
适应繁重艰巨的任务提出的要
求。创新力是塑造变革能力中
的关键一环，领导干部要把提
升创新力摆在开创新局面、见
到新气象的核心地位。

创新力是领导能力的
必备特质

其一，创新力本身是一种综
合能力。领导干部的创新力，主
要是指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中通
过创新思维，创造性地运用各类
知识，发现、分析、解决新问题
的能力。创新力主要表现在自主
选择的观念、注重系统的谋划和
面向未来的决策，它是集分析判
断能力、决策能力、组织指挥能
力、应变能力等诸多单项功能为
一体的综合能力。其二，创新力
还是一种高层次的能力。各种领
导力最后都指向创新力的提升。
例如，学习力为创新力打下基
础，可以将创新力看作是学习力
的高级阶段；创新的前提之一就
是洞察，可以把洞察洞见事物的
本质和发展的趋势作为一切创新
开始的源头；只有秉持自我革
新，摆脱束缚、突破旧框框，才
能进行创新。其三，创新力更是
激活其他领导能力的关键。创新
力的具备确实需要以一些领导能
力为基础，但关键是创新力为其
他能力注入生机和活力。例如，
只有为创新而进行的学习，才是
把握了学习的要义所在；创新的
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要素整合的过
程，体系重塑、功能优化激发了
整合力；创新带来了新思路、改
进了新方法、采取了新技术，必
将大大提升执行效力。

创新力是塑造变革的
核心动力

其一，创新力是塑造变革理
念的“打火石”。只有理念先行
才能行动自觉，塑造变革需要先
有变革相关的思想理念。同时，
变革思想理念的萌发来自创新

力，改变事物本质所需的打破常
规、突破现状、冲破定势等都源自
创新思维，而且，不断地塑造变革
更是需要持续的创新力。其二，创
新 力 是 直 接 推 动 变 革 的 “ 推 进
器”。在塑造变革的实践中，唯有
创新才能实现变革。以塑造变革型
组织为例，组织结构怎样搭建才能
承接功能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队
伍状态怎样维持才能保持生机活力
并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组织文化怎
样打造才能形成共识、凝聚人心，
具体运作方式怎样变革才能具备强
大的实践能力等等，这些都需要
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创新力这个第
一动力，创造性地、创新性地将
组 织 目 标 或 愿 景 变 为 现 实 。 其
三 ， 创 新 力 是 克 服 变 革 阻 力 的

“清障机”。变革不单单是改进与
完善，它更多的是指向平衡状态
的打破，与之相来的必是种种困
难和前所未有的挑战。领导干部面
对复杂局面和纷繁矛盾，如何统筹
多种关系、兼顾各方利益，按部就
班、照抄照搬是行不通的，特别是
对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只有从战
略的高度，靠创新力来破解难题、
寻求突破。

提升领导干部创新魄力
的“四要”

创新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
干部要通过勤奋努力、勇敢探索、
善于总结去获取，需要投身丰富多
彩的社会实践之中，统筹推进理念
创新、实践创新、路径创新、方法
创新等。

1、要用系统思维引领创新力
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所有

创新是创新思维的物化过程，是灵
活运用各种思维方法创造新的思维
成果的活动，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
到，创新思维是创新能力的核心和
支柱。领导干部要克服教条主义和
思想僵化，勇于打破思维定势和路
径依赖，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
缚。领导干部还要不断提高综合运
用多种思维方法的能力，如正向思
维、逆向思维、聚合思维、发散思
维、局外思维等等，从而积极大胆
地提出新概念、新假说、新思想。
创新不是修修补补，也不是局部改
造，创新需要对理念、机制、工
具、手段、方法等进行全方位、系
统性的重塑，树立系统思维。

2、要以问题导向锤炼创新力

解决问题是提升创新力的“磨
刀石”。任何创新都是从提出问题
开始的，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才是
有价值的真创新，通过破解各种问
题锤炼出来的创新力才是过硬的真
本领。领导干部要奔着问题去创
新，了解存在的问题、研究探索问
题产生的原因、选择解决问题使用
的各种方法，以创新的实效推动问
题有效解决、推动工作真正落地、
推动“疑难杂症”胜利攻克。解决
体制机制问题是提升创新力的“度
量 衡 ”。 在 诸 多 亟 待 解 决 的 问 题
中，最关键的还是体制机制问题。
领导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要以极大
的政治勇气，突破以往不合时宜的
制度束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依法合规推动体制机制创新，
同时，注意不断完善针对创新本身
的激励创新、引导创新的体制机
制。

3、要靠党建带全局提升创新力
发挥党建创新的引领作用。创

新需要组织、引领和推动，领导干
部的创新力也需要培养、激发和调
动。党是领导一切的，创新的产
生、创新力的提升，同样要靠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 。 要 发 挥 党 建 引 领 全 局 的 作
用，补齐党建引领功能存在的短
板，形成抓党建带全局的有效机
制。党建自身必须带头创新，要
推动党建理念、方式、手段全方
位 全 要 素 创 新 ， 实 行 流 程 再 造 、
规则重构、功能塑造，以党建工
作的创新强化党对各方面工作的
领导，从而引领领导干部创新力
的提升。

4、要借数字化改革激发创新力
数字化改革本身就是创新，而

且还是推进各领域创新裂变的“催
化剂”，它不仅能大幅提升经济活
力和整体竞争力，还能进一步提升
社会治理能力。领导干部要用好数
字化改革这个“总抓手”的引领、
撬动、赋能作用，以数字化改革激
发创新力。借力数字化改革，突破
各种瓶颈，打破与时代不相适应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进经济社
会深层次系统性制度性重塑。领导
干部要当数字化改革的开路先锋，
既关注“大场景”也把握“小切
口 ”， 把 应 用 场 景 开 发 与 流 程 再
造、规则重构、功能塑造、生态构
建协同起来，以创新带动更深层次
更广领域的全方位变革。

（作者单位：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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