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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虚无主义

王炳权

“政治虚无主义”是指我们党内部分人不讲政

治，虚无党的政治、国家的政治，偏离共产党的政

治、人民的政治说话做事的现象。近期，中央领导

同志撰文指出：“政治性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

绝不能搞政治虚无主义。”当前，深入分析把握政

治虚无主义的表现和实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治虚无主义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政治是指阶级的

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政治虚无主义者恰恰把政治变成了个人争权夺利

的政治。

一是虚无信仰，理想信念动摇，政治定力失

控。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好，

甚至揶揄共产主义信仰，嘲笑党的政治路线和规

章制度。有的深受迷信思想影响，热衷于烧香拜

佛、算命占卜；有的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羡

慕国外的“蓝天”“空气”；有的贪图物质享受，放任

欲望膨胀。理想信念动摇，则政治定力一定不足，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感情认同缺失，忧党、忧国、

忧民的忧患意识匮乏，甚至“淡化、虚化、神化”理

想信念，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立场不坚

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观点不鲜明。

二是虚无人民，宗旨意识淡薄，政治立场失

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根

本观点。一些党员干部群众观念、群众意识不够

牢固，口头喊着“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却以自己

为中心，人民被“虚无”，被“靠边站”。缺乏群众观

念、群众意识，则把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了

“蛙水关系”，需要时跳进去，不需要时就跳出来。

宗旨意识淡薄，则政治立场一定不坚定，在风浪来

临时，随风摇摆，两边倒，大搞部门利益、地方利

益、小团体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

三是虚无党性，党员意识弱化，政治规矩失

序。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组织缺乏信任感和归属

感，党员意识趋于弱化，不愿意亮明党员身份。对

党性的“虚无”，则或者缺乏党员的自豪感和责任

感，在党不言党、在党不忧党；或者不想自己能为

党组织做什么，只问入党后有什么好处。党员意

识弱化，则一定不尊政治规矩，不守政治纪律，有

时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对党的重大政治问题说三道

四。还有的不能摆正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

关系，自认为说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话、做一些违

反政治纪律的事无关紧要，知行不一当“两面人”。

政治虚无主义的深层原因

“政治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多样，根源性的

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影响。改革开

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经济

社会持续发展，经济类型、阶层结构、价值观念等

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正

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

问题叠加呈现，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社会

风尚表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阶段性特点，主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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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和价值观受到冲击和挑战，党员干部队伍

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

这造成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关注如何实现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的政治”“共产党的政

治”被弱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长期以来，有些

党员干部对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的

认知停留在书本上、局限于有限的课时中，其入党

动机往往是基于从众心理或者是抱着一些实用主

义想法。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重视不够，缺乏计划性、系统性、制度性安排，教育

形式、工作载体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导致理论

学习意愿不强、实际效果不够理想。在这种状况

下，党针对发展新形势制定的创新理论、制度安

排、工作方针等难以有效地得到深化理解，影响了

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果，这在客观上给“政治虚无

主义”留下了空间。

其三，政治纪律的约束力不足。一些人认为，

许多政治要求是一个空泛的理论要求，只要自己

不贪赃枉法，就什么都不怕，“政治问题不会犯死

罪”。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纪律要求和规定比较

笼统，和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外事纪律等可以“看

得见、摸得着”的规定相比，缺乏可操作性，只要不

犯大的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上述

错误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执纪乏力，导致政治纪

律的约束力不够强。

政治虚无主义的清除思路

反对“政治虚无主义”，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予以清除。

强化思想建设，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切实加强思想引领，强化理论武装，是反对政治虚

无主义的根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提高党员干部运用理论指导

实践、破解难题的能力。从实际操作看，要加大党

员领导干部上讲台、亲自授课的比例，进一步强化

党的理论和工作实践的紧密联系度，引导广大党

员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

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

握上，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强化政治建设，进一步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一方面要突出纪律约束，严格管理监督，加强党性

修养和作风养成。用好用活函询、诫勉、经常性谈

心谈话等办法，用好年度考核、信访举报、巡视、审

计工作成果，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咬咬

耳朵”“拉拉袖子”，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特别是

坚决杜绝选人用人上的腐败，引导党员干部扎扎

实实做事，靠业绩和贡献说话，防止吹吹拍拍和党

内生活庸俗化。

强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要充分发挥支部在党员日常管理教育中的基础性

作用，突出“三会一课”的政治性、原则性、时代性、

战斗性，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中，各级党组

织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党员党内政治生活锻

炼，把党员参会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作

为考核、考察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同时，要坚持

组织谈话制度，由单位组织主要领导负责与年轻

干部定期开展谈话谈心活动，加强对年轻干部的

指导和咨询，加强对年轻干部的纪律约束，并把与

年轻干部定期谈话机制作为党委负责人履行党建

工作责任制的考核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

根本性建设，这是反对政治虚无主义的最强音。

我们要通过反对政治虚无主义，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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