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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主题 54 领导干部应善握笔杆子（@浙江宣传 2024.10.9）

热点背景
我们历来重视笔杆子。“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曾把“笔杆子”
提到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秀的领导干部都善于发挥笔杆子对分析问
题、阐释思想、推动工作的重要作用。

出题方向 领导干部如何善握笔杆子？

应用领域 工作作风

问题/表现
在现实中存在一种不良现象：少数领导干部不重视笔杆子，有的认为握笔杆子不过是玩弄文字、做
表面功夫，对工作没有实际帮助，有的觉得握笔杆子比较辛苦、费时费力，于是全部交给别人代劳。
这类现象值得警惕。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领导干部不善握笔杆子，会直接产生一些“不良反应”：
——①比如，耽误了工作的推进。所谓“文以载道”，一些重要文稿需要领导干部指导起草、修改把
关，甚至直接“下手”，使得文稿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工作情况和工作方向。如果领导干部漠不关心，
则文稿难以体现自身对某项工作的系统性思考，更难以有效地推动工作、引领工作。
——②比如，反映出作风的不足。个别机关单位落笔起草文稿材料时，出现“一级一级甩手”，压力
最终给到普通干部乃至挂职人员。有的领导干部还习惯于依赖研究机构，产出的文稿“课题味”比较
浓，符合研究性工作的需要，但不一定符合公务工作的实际需求。
——③再如，折射出能力的短板。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
学会拿笔杆”“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领导干部不善握笔杆子，必然会影
响领导作用的发挥。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①握笔杆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前有毛主席就是“手握笔杆”的典范，不仅亲自起草电报文件，还
写出许多理论名篇。后有中央专门发布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
告”。于领导干部而言，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好我们的优良传统。
——②握笔杆是机关工作的重要基础。文稿写作，起着“以文辅政”的重要作用，是机关正常运转必
不可少的部分。领导干部善握笔杆子，能够起到示范和带领作用，提升整个单位对工作的思考和谋
划水平。
——③握笔杆是提升本领的关键环节。重要文稿，更须掌握实情、分析问题，提出切实对策，写出
些“道道”来。领导干部只有自己经常性地研究、指导甚至亲自动手撰写、修改文稿，才能借此提升
逻辑性、思考力、判断力，推动各项工作更好开展。

□问题分析
□意义分析
☑原因分析

为何少数领导干部会忽视笔杆子的作用？
——①有的是不想去写、不愿琢磨，思想陷入了懒惰。
——②有的是脑中空空、胸无点墨，对工作本来就缺乏思考。
——③还有的是怕苦嫌累，以工作太忙作为借口。

对策分析
★★★★★

——①形成勤学善思的自觉。领导干部善握笔杆子，关键是要在学习、思考和领悟上下足功夫，多
涵养书卷气，在平时多深入学习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多深入思考工作中的痛点堵点，多深入实践了
解群众的急难愁盼，沉淀出能够揭示本质、见微知著的想法。把工作研究透了，把内在规律理清了，
在研究和指导重要文稿时自然能够出思路、出点子。
——②保持“握笔杆”的状态。领导干部工作再忙，也应腾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将思考决策、把向
定调诉诸文字。同时，勤拿笔杆并非动辄长篇累牍、提笔千言，重要的是落到日常、形成习惯。实
际工作中，就有不少领导干部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经常温故知新、举一反三，通过记笔记、写日
记等各种方式，及时记录心得体会，抓住思想火花，涵养胸中“丘壑”，纳“乾坤”于笔下。
——③发扬“短实新”的文风。在浙江工作期间，领导人提倡“短实新”的文风，“短”“实”“新”看起来指
向不同，实则相互联通、相互支撑，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深入浅出的特性，锚定解决问题
的目标。善握笔杆子，应少写正确的废话，多写深入思考过的文字，做到“一句是一句”，甚至“一句
顶几句”，让人感到“思路很清晰、观点很明确、重点很清楚、要求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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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集锦

◎如果长期停笔、请人代笔，久而久之就会“自废武功”。
◎领导干部善握笔杆子是必要之事、必为之举，然而真正握好却不容易。善握笔杆子需要正知

敏行、久久为功。
◎大凡思想者，必是善写者。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领导干部善握笔杆子，是一种责任，更应成为一种自觉，

应努力练就“凌云之笔”，并写在山川大地上，写入人心历史中。

案例积累 /

小试牛刀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优秀的领导干部都善于发挥笔杆子对分析问题、阐释思想、推动工作的重要
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存在一种不良现象。少数领导干部不重视笔杆子，有的认为握笔杆子不过是
玩弄文字、做表面功夫，对工作没有实际帮助，有的觉得握笔杆子比较辛苦、费时费力，于是全部
交给别人代劳。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