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正“三观”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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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深化和延伸 ,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

段后党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树立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

客观需要 ,也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基本前提 ;确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 ,既是衡量一个党员干

部素质高低和贡献大小的综合尺度 ,也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根本保证 ;坚持求真务实的事业

观 ,既是体现领导干部做事、创业、施政的价值取向 ,也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 ,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客观需要 ,也是推动经

济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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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客

观需要 ,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 ,首先必须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 ,这既是新形

势、新任务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推动科学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领导干部的 “三

观”问题 ,是共产党人如何看待人生、权力、事业 ,如

何立身、用权、做事的根本准则 ,是党的干部队伍建

设的核心内容。[ 1]

　　一、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世界观是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本质、人和

客观世界的关系等问题的根本观点。 世界观既是社

会实践的产物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又是在社会实

践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思想理论。不同的世

界观会指导人们采取不同的方法和行动 ,从而对社

会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 ,在中国改革开放

处于攻坚阶段的新形势下 ,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与时

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 ,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

展规律的科学 ,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与

发展的科学 ,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 它

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科学、最完整、最严谨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
[1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领导干部树立与

时俱进的世界观 ,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一要把马克

思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而贯穿其中的

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它

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是制定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指导思想 ,决定着领导干部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事业观 ,支配着全体共

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 ,也是破解党在前进道路上的

困难和问题的锐利武器。动摇了这一思想理论基础 ,

就动摇了我们的伟大事业 ,动摇了共产党的信念根

基。二要认真学习并真正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认识不同 ,就会在认识社

会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产生不同的方法论 ,甚至得

出相反的结论。这一点我们党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 ,

如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一大二公”的计划经



济体制 ,还有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 ,等等 ,都是

因为对马克思理论的教条理解 ,造成了严重后果。所

以 ,面对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 ,特别是改

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领导

干部更应该学会并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 ,自觉打牢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 ,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 ,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世界观 ,才能提高

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 ,推动经济社会的科

学发展。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

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理论 ,而是不断

发展的科学真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

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思想品格和内在要求。 在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 ,我们党只要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正确地结合起

来 ,革命就能成功、建设就有成就 ,改革就会顺利。否

则 ,就会出现挫折。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日新月

异的信息化时代 ,各级领导更需要不断用新思想、新

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不断

推向新的历史境界 ;更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

程 ;更需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科学发展观 ,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这

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客观需要 ,也是提高领导科

学发展能力的内在要求。

其次 ,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必须坚定共

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理想信念是

指人们向往、追求和奋斗的根本目标 ,是人们的政治

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反映。 胡锦涛同

志指出: “必须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 ,始终把教育全

党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

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 2]
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党员

干部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 ,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容易诱

发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和分散

主义。所以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信念 ,已经成为领导干部思想建设的核心内容。一方

面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

共产主义理想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前提条件 ,

也是党员干部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内容。 作为领导

干部 ,既要全面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 ,又要充

分认识这是建立在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

之上的真理 既要意识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 ,又要充分认识到践行共产主义伟

大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有一

些人错误地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飘渺、可望而不可

及的 ,甚至还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一句政治空

话。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其实共产主义早已存在于人

类历史和现实之中 ,许多人正为之不懈地奋斗。如各

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壮大、世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全

面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社会主义事业

的不断发展等 ,这些都是人类对共产主义的探索与

实践 ,只要共产党人一代接一代地不懈努力 ,就会不

断地接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这是毫无疑问的。另

一方面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既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也是共产主义

的初级阶段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改革开放和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并不背离马克思主义 ,而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出现

了一些困难和挫折 ,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 ,而

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好的问题 ,决不能以偏

概全。所以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就必须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信念 ,就要坚持改革开放。 同时 ,还要将

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 ,

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具体实践相统一 ,在改造客观

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这是提高领

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第三 ,牢固树立与时俱进世界观必须自觉地把

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融入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的奋斗之中。 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问题的根

本看法 ,包括公私观、义利观、苦乐观、荣辱观、幸福

观和生死观。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 ,

是指对人的社会实践行为和活动的评价与判断 ,包

括价值实质、构成、标准认识。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认

识 ,就会产生不同的人生观 ,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

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效益成为社会追求的主

要目标 ,导致少数党员干部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出

现了偏差 ,滋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腐败现象。

如何实现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 ,将个

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实现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洪流之中 ,在社会需要的交叉

点上找到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 ,已成为新形势下

党员干部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 ,也是提高领导科学

发展能力的关键所在。一方面 ,只有确立共产主义人

生观 ,才能把人的生命活动历程看作是认识和改造

客观世界的过程 把消灭资本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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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行动 ,看作是人生的崇高目

标和最大幸福 ,人的生命才有意义。 另一方面 ,只选

择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才能认识到人生最大的价值

和意义在于努力为人民服务 ,在于对社会所尽的责

任和所作的贡献。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只有牢

固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才能坚定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拒

腐防变 ,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 ;只有把自己的

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同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结合起来 ,才会对人民群众有感情、对工作有热

情、对事业有激情 ;只有把个人追求与党的事业紧密

联系起来 ,才能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把人生的理想化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化为重事业、淡名利、无私奉

献的人生追求。

　　二、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是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根本保证

权力观是指人们对权力的总的看法 ,包括对权

力的来源、掌握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的方式 ,以及

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等问题的态度和认识。权力观是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权力观的正确

与否直接决定着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取向 ,影响着

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概括起

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前一句话

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 ,后一句话指明了权

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1 ]
其核心问题就是坚持“执

政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首先 ,树立执政为民权力观就要充分认识到“权

为民所赋”。 “权为谁授”、“政为谁执”和“利为谁谋”

是权力观的基本问题。 对权力观基本问题的不同认

识 ,既是衡量一个党员干部素质高低、贡献大小的综

合尺度 ,也是领导干部能否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重

要标志。由于权力具有双重性 , 既可以用来为人民

谋利益 ,也可能被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用得好就是

人民的公扑 ,用不好就成为人民的罪人。在现实生活

中 ,少数领导干部认为权力是上级领导给的 ,是自己

千辛万苦挣来的 ,想问题、办事情、做工作 ,不怕群众

不满意 ,只怕领导不中意 ,对上采取形式主义 ,对下

采取官僚主义。这种错误的权力观 ,不但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为不利 ,而且对自己的人生道

路也是岌岌可危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首先要解决

“权力是谁赋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 ,影

响着领导干部对于权力观诸多问题的立场、观点、以

及运用权力的方法、方式和目的。 毛泽东很早就指

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国家 ,权力合法的基

础来自于人民的支持 ,权力的性质是公共的 ,而非私

有的。 所谓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 ,所谓的

“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

权力大小 ,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都要把人民群

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 ,而没有其他任何

特权。同时 ,只有真正认识到“权为民所赋” ,才会有

责任意识 ,才会把对人民群众负责当作自己最大的

责任。而有了责任意识 ,才会同私权意识和金钱崇拜

意识作坚决的斗争 ,才能做到廉洁奉公、拒腐防变、

尽心尽职、鞠躬尽瘁。

其次 ,树立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必须做到“权为民

所用”。解决好权力为民所用问题是新时期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客观要求 ,是推动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 ,

也是保证权力廉洁、预防腐败的重要措施。那么如何

做到权为民所用呢?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地位观 ,做到

情为民所系。地位观是指人们对职位的基本看法和

基本态度 ,正确的地位观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对待个

人的名利、地位 ,正确认识岗位和职责的关系。党和

政府各个部门的职位是根据群众需要而设置的 ,每

一个岗位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说白了没有

人民群众的需要 ,就没有这个岗位。领导干部只有真

正理解“领导就是服务”的真谛 ,摆正自己的位置 ,以

人民勤务员的姿态 ,心系群众 ,一心一意为人民办

事 ,“认认真真访民情 ,诚诚恳恳听民意 ,实实在在帮

民富 ,兢兢业业保民安”
[3 ]
,才能长期拥有权力。二是

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做到利为民所谋。利益观是一

个人对好处所持的看法和态度。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是实践党的宗旨的需要 ,也是建立高素质干部队伍

的客观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

力 ,以权谋私 ,搞权钱交易 ,将岗位和权力当作谋取

私利的工具 ,把工程项目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这种

错误的利益观 ,不仅使自己日益脱离人民群众 ,也使

其施政行为偏离了科学发展轨道。所以 ,领导干部只

有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 ,不贪不爱、廉洁奉公 ,才

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只有时刻“倾听群众

呼声 ,反映群众意愿 ,集中群众智慧 ,使各项决策和

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 , [4 ]才能保证权为民所

用 利为民所谋 三是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督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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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廉洁奉公。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有句警世名言: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事实证明 ,

防止权力腐败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自觉接受来自各

方面的监督。 一要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 市场经济

是法治经济 ,社会主义国家是法制国家 ,领导干部必

须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 ,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依法行政 ,这是防止权力腐败和实现权为民所用

的基本前提。 二要自觉接受党内监督。党员干部的

思想、行为必须无条件地要遵守党章规定 ,接受党组

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严格遵守《廉洁准则》 ,以保

证权力使用方向的正确性。 三是要接受人民群众和

社会舆论的监督。权为民所用 ,就是要虚心听取人民

群众的批评意见 ,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以廉洁

从政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这是保证权为民所用的

根本途径。

再次 ,衡量执政为民权力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群

众满意不满意。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本质是执政为

民 ,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责任 ,是

向人民负责。每句话 ,每个行动 ,每项政策 ,都要适合

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了错误 ,定要改正 ,这就叫向人

民负责。” [4 ]在新的形势下 ,保证权为民所用 ,并使人

民群众满意 ,必须做到四个方面:一要通过发展来实

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是硬道理” ,是实现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效手段。只有用加快发展的办

法 ,才能真正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利益问题 ;只有加快

发展步伐 ,才能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雄

厚的物质基础 ;只有通过发展增加社会财富 ,才能使

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二要努力实现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

和工作中 ,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

益关系 ,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

利益 ,即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 ,这是领

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的最终目的。”
[5 ]
三要始终坚持

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 要使权力真正为民

所用 ,就要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 ,凡是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 ,再小也要努力去办 ,坚持

“执政之要 ,在于安民 ;安民之举 ,在于察其疾苦” ,深

入实际 ,深入基层 ,到群众最困难的地方去 ,到群众

意见多的地方去 ,竭尽所能 ,把实事办好 ,好事办实。

“做到心里装着群众 ,凡事想着群众 ,工作依靠群众 ,

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

为民所谋 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 尽心竭力解难

事 ,坚持不懈做好事。” [ 6]四要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

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一方面 ,要把人民群

众拥护不拥护 ,满意不满意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

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另一方面 ,

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领导干部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正如温家宝总理

所说“只有我们做得让群众满意 ,群众才会对我们满

意。”
[7 ]

　　三、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事业观是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

事业观是人们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事业的

根本态度 ,是履行工作职责、实现自己理想的行为规

范 ,包括对什么是事业、为谁做事、如何创造业绩和

怎样衡量政绩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事业观直接反

映着领导干部做事、创业、问政的价值取向 ,也是领

导干部工作、事业、从政的思想基础。习近平同志指

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观 ,就是为人民利益不懈

奋斗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1 ]

首先 ,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把科学发展作为衡

量政绩的主要标准”。科学发展观 ,是中国共产党立

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我国发展实践 ,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的重大

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推动科学发展 ,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客观要求 ,也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战略提升。 一方

面 ,领导干部要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

发展规律 ,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 ,及时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 ,处理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经济数

量与经济质量、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与社

会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 ,实现发展经济、改革开放、

社会稳定三者的辩证统一 ,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实践证明 ,“不坚持科学发展 ,即使一时搞得轰

轰烈烈 ,最终也干不出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来。
[ 1]
”

另一方面 ,要以是否推动科学发展作为检验政绩的

主要标准。发展观、事业观和政绩观是相辅相成的 ,

在 “发展观上出现盲区 ,就会在事业观上陷入误

区”
[ 1]
。缺乏正确的事业观 ,就不可能做出人民满意

的政绩。坚持正确的事业观 ,“就是尊重客观规律 ,讲

究工作方法 坚持改革创新 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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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 ,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1 ]。坚持正确

的事业观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把党的

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不断发现

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扎扎实实地推动科学发展。坚

持正确的事业观 ,就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把

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决策的依据 ,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努

力创造出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政绩。

其次 ,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把求真务实作为实

现政绩的基本途径”。求真务实要求各级领导用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求真务实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求真务实是正确事业

观的核心内容 ,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

的一个重要尺度。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 ,一些领

导干部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 ,重自己“政绩” ,轻百姓

疾苦 ,好大喜功 ,急功近利 ,不尊重规律 ,喜欢做表面

文章 ,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

“政绩工程”。在新的形势下 ,坚持求真务实的政绩观

尤为重要: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按客观规律办

事 ,按照基本国情制定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 ,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 ,积极进取、量力而行。二要把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

工作中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 ,“察实情、讲实话 ,鼓

实劲、出实招 ,办实事、求实效 ,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

不断推向前进。” [1 ]三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不弄虚

作假、不欺上瞒下 ,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 ,真

正诚心诚意、尽力尽责、一干到底” [1 ] ;四要树立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 ,将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千方

百计推动科学发展 ,想方设法为人民谋利益 ,竭尽全

力为社会作贡献 ;五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

知难而进 ,埋头苦干 ,把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精神

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 ,“在干事业上下苦功夫 ,真正

把精力和才干集中和用在所干的每一件工作上。”
[ 1]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增进群众感情、增长工作

才干 ,推动各项工作和领导能力的科学发展。

再次 ,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把维护群众利益作

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 政绩观是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在领导干部思想、行动中的根本体现 ,对领

导干部的从政 施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我们

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 ,坚持把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处理利益问题的根本原则 ,从

而保证了领导干部事业观的正确方向。 俗语说: “金

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干成事

业 ,干成多大事业 ,评判的标准是多元的 ,但最根本

的一条就是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 ,所取得政绩是否

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只有把

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 ,才能推动

科学发展。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牢

固树立宗旨意识。即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坚持以人为本 ,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各项决策的

根本依据 ,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二要牢固树立公仆意识。领

导干部要坚持“领导是公朴”、“领导是服务”的观点 ,

把为人民谋利益、为群众干事业作为自己的自觉追

求 ,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

选择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多办顺民

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三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

与人民利益的矛盾。正确看待个人得失 ,正确把握利

益关系 ,不为私心所扰 ,不为名利所累 ,不为物欲所

惑 ,坚持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

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把人生追求和价值目标 ,融入为

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之中 ,努力实

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 四要不断增强责任意

识和工作热情。要真正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 ,就是义

务 ,要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 ,把思想统一到

干事创业上 ,把精力集中到做实事上 ,把工夫下到抓

落实上 ,保持旺盛的工作激情 ,不断提高干事创业的

激情 ,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工作。

总之 ,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论

体系的深化和延伸 ,是领导科学研究的新方向 ,也是

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的新课题 ,具有重大的理论

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

事业观 ,是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的根本要求 ,是指

引领导干部不断校正人生坐标和规范人生追求的客

观需要 ,也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领

导干部只有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

作为一生的必修课目去探求、去领悟、去实践 ,才能

推动党的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

发展 ,才能确保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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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ifying“ Three outlooks”: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Capacity of

Leading Scientif ic Development

CAI Tian-xin

( Party School of CPC Put ian Committee, Putian , Fuj ian 351100, China)

Abstract: The capacity of lead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deepens and ex tends the theory system o 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 look, and it is a new requirement of the Pa rty for leaders at all lev els in the

storming forti fica tion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set up Ma rxist w o rld out look wi th i t s pace

keeping up wi th times is the objectiv e requirement for the pa rty to maintain i t s advanced nature and also

the basic premise to improve the capaci ty of lead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the pow er outlook

o f serving the people is the comprehensiv e scale to measure the qua li ty o f a Pa rty cadre and his contribution

and the basic guarantee to improve the capaci ty o f lead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w ell. To stick to the

career outlook of looking fo r the t ruth and practice embodi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 cadre’ s w o rking,

carv ing , and reigning and is an important w ay fo r leaders to improve thei r capacity o f leading scienti fic

development. Faced w ith the new si tuation and new task, the Party should establish the co rrect outlo ok on

the w orld, rights and ca reer. It i s the objectiv e requirement for the Party to st reng then i ts administration

capaci ty and the inner requirement to promo 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Key words: leading capacit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Th ree Out l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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