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

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

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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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

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

以律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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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

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

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

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

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

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

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习近平



编 写 说 明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三严三实”是立身之本、

为政之道、成事之基，也是率下之要，包含着深邃而厚重的人生哲理和思

想意蕴，既能引导激励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

识，又能引导激励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责任担当意识。

追溯历史，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光辉实践，孕育和

饱含着 “三严三实”的深刻思想，他们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戒骄戒

躁、勇于创新，严于自律、踏实做事等优秀品质至今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散发着熠熠光辉烛照着每一名党员干部。

为了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 “三严三实”精神实质，全面系统地

学习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相关论述、文献和风范故事，

在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组织下，西柏坡纪念馆和西柏坡精神协作研究基

地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为

依据，编辑了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学习读本》一书，希望对

每一名党员干部有所借鉴，有所警示和教育。

本书编写遵循的原则如下：

一、时间范围：从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９日至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和

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

二、选择范围：中央领导和中央各机关在西柏坡时期的报告、讲话、

文章、书信、批示等１０００多篇重要文献；

三、选择主题：摘取西柏坡时期有关 “三严三实”的论述、文献和风

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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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列顺序：人物论述和故事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任弼时、董必武、邓小平排序，内文条目和文献按时间排序；

五、有关书目：本书摘录的每段论述都注明出处，书末附有摘录所有

文献的书目。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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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西柏坡时期我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回顾
（代序）

　　２０１３年７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指出：“这里是立规

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

设。”在２０１５年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强纪律建

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西柏坡时期是我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讲纪

律、守规矩，在 “进京赶考”中经受执政考验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曾题

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重温西柏坡

时期我党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的论述十分有益。

一、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范上下级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党我军长时期处于被敌人分

割、游击战争的环境之下，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

治权，出现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现象，主要表现为各

中央局和军区对中央的政策不向下级传达，不执行中央路线、政策。１９４８

年１月７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明

确指出：“有一些领导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示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以致中央不明了他们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

可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要求从１９４８年起实行报告

制度，“从当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各中

央局和分局书记以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必须定期向中央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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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

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成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

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报告内容要求：“由各中央局和

分局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２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发出指示，指出在革命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及时向中央作报告的必要性以及不作报告对于革命工作的危险，在重申

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以及各军区、野战军首长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作报告的同时，还要求把实行请示报告制度的范围扩大到各兵团首长级，

要求各兵团首长也要向军委主席写综合报告。

３月２５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

示》，对请示报告制度作了三项具体补充，指出：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

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不论是用电报发

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

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

告；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

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

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

１９４８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通过了 《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

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厘清

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

施，哪些事项是事后报中央备审的。 《决议》总共４９项，包括政治、军

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各个方面。例如，综合方面８项，前五项是

由中央决定的，后三项由地方决定，事前必须报中央批准；军事方面１６

项，前八项是由中央决定的，后八项是地方事前报中央批准后实施的；经

济方面９项，前四项是由中央决定的，后五项是由地方事前报中央批准后

实施的等。《决议》指出，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

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凡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及特殊情形或有

不同意见，均可向中央说明理由，提出意见等候中央批示，但不允许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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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在执行中遇有特殊原因在不得不权宜处理的情况下，可变通办理，

但事后必须请求中央追认。

１９４８年３月８日，处在大别山严峻环境中的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

报告了新解放区全盘的策略与政策问题，检查了大别山地区土改等问题上

“左”的表现及其危害。３月１４日，毛泽东复电邓小平：“寅齐电悉，非常

之好。”

《决议》发出６个月后，中央仍未收到东北局的工作汇报。１９４８年８

月１５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

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综合性报告，指出：“今年５月、７月两次催你

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称是 ‘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

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

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我

们５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

定向中央主席作了综合性报告。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

不能作此项报告？”“我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

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

思想。”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５日，接到中央电报的当天，林彪向中共中央作了综合

报告，认真检讨了没能及时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错误，并保证今后定期向

中央作报告。８月２２日，毛泽东发出复电对东北局的检讨表示满意，指出

“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

二、健全党委制，完善党内工作和决策机制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针对全党全军整个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无组织、

无纪律、少章法的自由分散、个人包办等涣散状态，不仅健全了党委制，

而且详细阐明了工作方法。

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健全党委制》，开篇就

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健全党

委制，就是为了解决 “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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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

定，党委委员形同虚设”等问题。为避免由此容易走向的极端，毛泽东还

同时强调，在此过程中，应注意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也就是我们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邓小平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在党

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我们进行了高度概

括：“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

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

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结论中详细阐述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共１２条，是健全党委制思想的具体化。毛泽东强调：“领导工作不仅要决

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

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规范

党委制具体工作的机制问题，如党委书记要善于当 “班长”。书记要当好

“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

“一班人”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

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 “一班人”指挥好。

再如，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 “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

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

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

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

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就党委之间要互通情报问题，毛泽东指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

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不懂的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

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

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毛泽东还强调，领导干部要学会 “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

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

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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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工作要 “抓紧”时，毛泽东强调，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

“抓”，而且一定要 “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

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

在阐述克服山头主义，搞五湖四海时强调：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

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

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

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

道工作。

三、规范各部门工作制度，确保机关高效运转

西柏坡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也加强了制度建设，规

范了部门之间、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的运行机制，不仅规范了机制，而且提

高了工作效率。

中央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日，毛泽东指出：

“各地领导机关 （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

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

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

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 （分局）及区党委 （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

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

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

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６月５日，中共中央专门为宣传工作制定了请示与

报告制度的规定，其中具体规定了负责人看大样制度；对于新闻的政治性

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制度；宣传内容

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制

度；书籍杂志出版前的审查制度等等。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宣传工

作方面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允许在宣传中有任何党员

个人与党及党的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造成个人高于党及党中央的影响。

中央办公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工作程序，制定了一系列制度，

目前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查到的资料仅能公开的制度就有２０余项，这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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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涉及范围广，要求细致，程序合理，几乎涉及秘书处工作的方方面面，

包括作息时间、值班制度、工作环境、接待宾客、文件管理、戳记保管、

保守秘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对材料的职能，材料的登记、整理、归档、

保管、分发、借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 《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工作细则》

《中央秘书处发借文件办法》《机要秘书选择条件》等，在 《文件材料的销

毁规定》中，指出：“文件材料是党的珍宝，焚毁一定要严格。焚毁文件

必须经处长批准，要在记录上注明，在焚毁登记簿上登记，一定要有三个

人在场监毁，并签名负责。”

中央军委作战部建立和完善了统一的管理制度。 《军委一局作战室机

要规则》中，系统规定了作战室的性质、参谋人员的责任、保守机密的内

容、文件登记和收发制度、作战室的守护、防止遗失文件和泄露军事秘密

的规定、来宾接待规定、选调参谋人员的条件、违犯 《规则》者的处置、

《规则》的批准权限与补充修正程序等。此外，军委作战部还制定了 《关

于统一全军关防印信的规定》 《关于各级首长带衔公章的规定》等一系列

规章制度，为部队规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央统战部起草的规章制度仅工作制度就有２０余项，内容包括：《研

究室秘书处组织机构及各单位职权的规定》《研究室出勤、请假条例》，以

及研究室会计科、文书科、招待科、总务科、医务所、托儿所等各个

方面。

另外，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办、中央青委、中央妇委、

华北人民政府等都制定了严密、规范的纪律制度建设，使中共中央党政军

及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呈现出了崭新的局面，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四、提出 “两个务必”和 “六条规定”，为全党敲响警钟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解放区发生了一些贪污腐败现象。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０日，朱德致电中央，指出党内干部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戈尔洛夫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保守落后

的将军，被撤职，苏联话剧 《前线》中人物。毛泽东同志要求 《解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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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连载此剧本，并作为整风文件。编者注），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

命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

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

是在不停地进步的，所以还是要切记毛主席 ‘戒骄戒躁’的指示，要谦虚

谨慎。”

实际上早在１９４６年７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指

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现象。１９４７年５月，东北颁布了 《东

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随后其他各大解放区也都颁布了同类条例。

如东北地区规定贪污２万斤高粱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晋冀

鲁豫规定贪污７０００斤小米市价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各解放区严

格执行惩办贪污的条例，惩办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得到了广大群众拥

护，民心所向胜过百万雄兵，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７日，董必武在土地会议上谈及腐败问题时指出：“严禁

贪污，谨防腐化。惩办贪污应当著为法令，由群众监督检举，诬告不为罪

（假造证据故意陷害别人的应予处分）。惩贪法令公布前犯贪污者，如果自

动缴出赃私，可以不予诉追。不自动缴出而被人查出者，除追缴其所贪污

的赃私外，并依惩贪法令治罪。”随后又在一次财经会议中特别指出：“犯

罪的如果是党员，除按党纪处分外，同样应按国法处理。我们做财经工作

的同志必须知道，仅仅自己省察，仅仅训导被领导人还不够，国家应当有

法律制裁，党应当有纪律制裁，才能使贪污减少，直至根绝。否则，防止

贪污将成为纸上空谈。”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因为巨

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

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告诫大家在胜利

面前要永远保持一种清正廉洁的精神状态，密切联系群众，永葆党的先

进性。

毛泽东告诫全党：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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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

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

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

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

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

恩列斯平列。作为进京前的规矩，是对全党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

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告诫，也是直接针对党内革命胜利后可能滋长的

享乐主义、功成名就思想的告诫。

五、重新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党的形象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人民解放军攻克的大城市越来越多。

在接管城市当中由于经验不足，违反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 “有些部队利

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将鸡鸭猪羊杀光，翻箱倒柜，挖窖，牵牛赶驴，

打人骂人，乱拉向导，吃粮用草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开钱等现象异常严

重。”“有些机关部队虚报人数多领粮食，用以 ‘改善生活’ （其实是贪污

浪费）；有些部队借口战争紧张，领了粮票又向人民借粮，发了许多借条，

算账时候无人承认。还有许多地区粮食保管不好，大量霉烂，浪费惊人。”

诸如此类现象在中国革命迅猛推进的进程中，严重影响着革命的顺利发

展，影响着党的形象。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颁布 《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的训令，并重新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强调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

虐待俘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从此，内容统一的 “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纪律。针对工

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形势，我党制定了严格的入城纪律。中央离

开西柏坡进驻北京前夕，制定了 《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遵循的事项》，

对在转移过程中应遵守的纪律进行了详细规定。共３个大项，２８项，８２

小项。入城守则明确提出 “四不、五要、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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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一是不乱讲。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 （如各

种未经公布的文件、决定、指示、人事、各种动态与消息）；非经组织允

许，在记者、外侨、党外人士访问我党、政、军各项问题时，个人不得随

便答复等；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不得谈论机

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二是不乱跑。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

外出；有事外出不得乘机闲逛，如妓院、烟馆、赌场及私营之茶楼、酒

店、舞厅戏院、杂耍场、复杂场所。三是不乱动手。非分之物不要；非组

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允许不得私装电话、电灯、自来水、收音机等；

私人送的不要。机关以外人员请酒、请客进馆子不参加，不吃老百姓任何

东西。四是不乱收人。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人不收。

五要：一是要认清环境，分清敌友，提高警惕；二要爱护公共物资，

遵守公共纪律；三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四要向工人与劳动人民学习；

五要切实执行我党、政、军各项政策法令。

三讲究：讲究礼貌、讲究正派、讲究整洁。

严密的组织纪律树立了我党我军的良好形象。我们熟悉的 “南京路上

好八连”就是遵守纪律的典范。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今天在深入开展 “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回望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加强纪律

建设的历史足迹，仍感振聋发聩，其深远思想仍在告诫党员干部，只有

“坚定政治立场，严守纪律规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向党和人民交

出优秀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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