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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正，需坚守“最后一公里”

省财政厅机关纪委委员 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郑儒钧

“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党纪国法是刚

性要求，廉洁自律从来没有终点，无论在任何时候，试图在

以权谋私上耍心眼、打算盘，都将是非常危险的，也决计不

能“安度晚年”。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何

坚守好为政以正的“最后一公里”这个话题。

一、为政以正与历史兴亡周期律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古以来，“善始善终”向来

是人们所推崇的君子之德，是事业人生是否圆满成功的评价

标准。宋代朱熹曾言“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一个人一时

一事谨慎并不难，难的是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历史上

许多人物，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帝王将相和农民领袖，之所

以功败垂成，就是因为虽能慎初，却未能慎终，最终身败名

裂。被司马迁誉为亡秦有“首事”之功的陈胜，“少时尝与

人佣耕”，但他在建立农民政权后，“为王沉沉者”，骄傲

信谗，诛杀故人。闯王李自成从 1629 年开始起义，身先士

卒，“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以致“饥民

从自成者数万”（《明史》记载）。但 1644 年，李自成率

兵打进北京城后仅 42 天，就在腐朽堕落中挥霍了 10 余年的

起义成果。太平天国洪秀全等农民起义军领袖，当初与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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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而眠，冒雪而征”，但定都天京后，享乐思想滋长，

以致发生内讧“天京变乱”。

1945 年夏天，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对毛泽东说，“一

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

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

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

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

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深邃的思想总是跨越时空的，从党

史学习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十分清晰地将党员干部的成长周

期律和历史兴亡周期律联系起来。很不幸的是，我们经常看

到在身边的同志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大

家严以律己，扣好了第一粒扣子，经历了梦幻一样的开局，

成家立业时注重家风家教，管好身边人，也守住了家庭的平

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 4、50 岁的关卡，有些人思想

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自以为能带着一身正气安全着陆，却

在最后的人生旅途中不慎阴沟里翻了船。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句话典故出

自《论语》颜渊篇，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询问为政方面的

事，孔子回答说:“‘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先做到

端正，谁还敢不端正？”为政者倘能首先做到正己，以堂堂

正正的良好形象和作风来施政，就可以收到不令而行、不牧

而化、政通人和、事业兴旺的效果。一个“正”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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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道出了“政”的内涵和本质。作为党政机关的干部，

只有行得正、做得端，一身正气、才能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

凝聚力，“正”字当头，正气必充盈上下，小到一个部门，

大至一个国家，必能同心同德、蒸蒸日上，无往而不胜；反

之，则必人心涣散、分崩离析。

二、“最后一公里”和“59 现象”

“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现的违

纪违法案件中，“59 现象”占比很大，这也是各级党员干部

从政生涯中不能承受之重，且悔之晚矣，令人扼腕喟叹，引

人掩首深思。翻阅这些干部们的忏悔录，从他们人生轨迹看，

很多都可以概括为艰辛的童年、奋斗的青年、放松的中年、

出问题的晚年（年龄多为四五十岁，少数为五六十岁）。在

忏悔录中，他们大都回忆小时候如何贫困，参加工作后特别

是加入党组织后如何打拼。仕途之初都比较顺利，应该说是

善始的。最后被组织查处，个别的是退休后被查处，没能做

到善终。从近几年落马的高官简历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人一

开始都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向领导岗位上的。初入

岗位时也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取得了一系列扎实的业

绩，赢得了上下的一致认可。但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权力

的不断扩大，面对种种诱惑，缺乏持之以恒的坚定信念和慎

终如始的自律能力，丧失了政治上的免疫力，最终就堕入了

犯罪的深渊。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逐渐忘却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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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满足于小胜，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抱残守缺、

不思进取；有的干事三分钟热度，经不起时间考验，半途而

废、留下烂摊子；有的没能抵御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结

果坠入贪腐的深渊；有的在提拔前扑下身子干事创业，一走

上领导岗位便脱离群众，沾染上官僚气。究其原因，是因为

有的人认为，权力不会伴随自己终生，更不是永恒的，有权

不用，过期作废，自己辛苦工作几十年，职务不高、钱财不

多，在从岗位上退下来、把权力交出去之前，再不捞点儿、

贪点儿，就再没机会了。有的人自满，居功自傲，忘记了权

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自认为对党和人民付出多、贡献大，

收入低、所得少，期望值有落差，心理有不平衡感，于是就

产生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动机。有的人认为自己的从政

生涯已经走了大半，临近终点，就像船将到码头、车将要进

站，已看到进步的“天花板”，没有什么“盼头”和“奔头”

了，再不发挥点“余威”，就再也来不及了。有的人一辈子

谨小慎微，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公里”处却难以跨越“亲情

关”“利欲关”等各种关口，张了不该张的口，伸了不该伸

的手，犯了不该犯的错…………生活工作的改变，人生道路

的拐弯，让这些人在思想上出现了偏差，意志上产生了松懈，

自我要求上开始了降格，行为上就一再破纪破法、违纪违法。

三、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编筐编篓，贵在收口；善始善终，久久为功。所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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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得失看黄昏，一生成败看晚节”，事实证明，做事若不能

慎终，往往会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做人若不能慎终，则容

易走入歧途、误人误己。人的一生，过去好不等于现在好，

现在好不等于以后好，善始与善终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

系，很多时候，从天堂到地狱只有一墙之隔，从公仆到贪官

只是一念之差。“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

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杨万里的这首诗通过写山区

行路的感受，说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

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作好充分的估计，不

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莫言”二字，像是自诫，又像是

提醒别人，耐人寻味。“行百里者半九十。”成功往往来之

不易，但丧失取得的成果，却轻而易举。在一定时间里守住

思想防线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在经历风雨洗礼和“糖衣炮弹”

攻击之后，思想上的“纪律弦”始终紧绷不断，内心里的“防

火墙”始终坚挺不塌。这是因为，廉洁从政的思想意识一旦

松懈，歪风邪气的闸门一旦打开，心态就极易发生扭曲，“病

毒”就会乘机侵入，距离“触红线”“闯雷区”的危险就越

来越近。从一辈接着一辈干的愚公精神，到一锤接着一锤敲

的钉钉子精神，都提醒我们：目标不变、方向不偏、干劲不

减，是打通“最后一公里”、成就“天堑变通途”的关键，

要想在工作的道路上千里无阻、一生无忧，就必须在漫长的

跋涉中守住谨小慎微、清正廉洁的初心，每迈一步都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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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后行”，要终身修炼，须臾不可松懈，只有“积跬步”

才能“致千里”，如果晚节不保，此前的奋斗都会被清零。

老子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个质朴的道理，值得

每一个人认真思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得到

多远的未来”。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通过治乱兴衰的历

史规律，吸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自觉运用蕴含其中的文

明进步的思想精华，为开创未来提供根本遵循。我党的伟大

领袖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

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在抗日战

争胜利在望之际，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在多个场合提醒共

产党人要引以为戒，尤其是在“甲申对”“窑洞对”“赶考

对”三次对话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在延安的

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响亮回答“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

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提醒全党，千万不能在一

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要始终坚持慎终

如始，始终秉持“赶考”精神。

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

而本色依旧。同样，党员干部可以从领导岗位、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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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但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却是永不褪色的，只有坚定理

想信念，自觉抵制诱惑，常怀归咎于身、刻己自责之心，才

能避免出现虎头蛇尾现象，才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

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打破“最后一公里”魔咒，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

的句号。想一想我们的入党誓言，想一想我们的政治身份，

想一想我们的肩上责任。让我们一起用“打铁自身硬”的底

气，“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一锤一锤敲”的锐气，把忠

诚和廉洁镌刻在财政的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