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释义：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这

个是唐代的白居易《策林》里边的一句话。那
么《策林》是什么呢？《策林》就是对策之林，或
者说是对策汇编。

换句话说，《策林》其实是白居易对于当前
唐朝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的思
考和建议。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意
思很简单，就是说能够找到灾害根源的人才是
真正善于消除灾害的人，而那个能够找到病
根，并且去除病根的医生才是真正会治病的好
医生。那么在这儿呢，白居易给皇帝提出来的
处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困
难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要做到正本清源，解决
问题是要从找到它的源头下手。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2015年 6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
学习时的讲话。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
者绝其源。”

——《策林》

典出：引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建设的一个金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第一，就
必须打造有效的制度笼子。另一方面，就要有
强有力的执行力。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作用才能够显
现出来。制度反腐的作用也才能够显现出
来。总书记始终十分重视制度反腐，十分重视
制度建设。

早在 35年前，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不久的习
近平同志，就组织制定了关于改进干部作风的

规定，针对当地干部在作风问题上存在的种种
问题提出要求，形成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对于正定县委抓作风建设的这些活动和
举措，至今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记忆犹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系列管人、管事、管
物、管钱的制度出台。党内法规制度的密集出
台、制定和颁布，使我们党的这个制度体系越
来越完善，也使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密，这就推
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地向着
标本兼治的新境界迈进。

经典释义：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这两句话我们把它分开来说，先看前半，“心不
动于微利之诱”。“微利”是什么？微利就是小利，
孔子就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
小利则大事不成。”他说的就是，你要尊重事物正
常的发展规律，同时你还不能贪小便宜。贪小便
宜的人是没有办法达成高远的目标的。

“目不眩于五色之惑”。“五色”是什么呢？

五色这个典故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就是那些
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东西如果你过度摄入的
话，那就会损害我们的视力，损害我们的听力，
还会让我们长胖。因此，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
化的东西所诱惑、所迷惑。这其实就是古人所
说的“慎微”。

“慎微”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非常重要的修身
之道，处世的原则。

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
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2013年 6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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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廉洁自律的事例：
高尚的思想情操，良好的行为道德规范，

它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修炼、锻造的。回顾
总书记从政的生涯，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
上海，再到北京，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就是廉洁自律。

他在正定工作的时候，县委县政府有两辆
吉普车，但是他很少乘用，他总是骑着自己的
自行车下乡调研。

习近平的正定岁月在许多老同志的心目
中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常年身着一身旧军
装，脚穿军布鞋，下乡调研的时候，斜背着一个

绿挎包，说话不紧不慢，透着和气。所以他的
同事们都说，这个从中央机关来的人比基层的
干部还要朴实。总书记后来曾经说过，咱们共
产党人不能总考虑自己的生活小事，生活小事
考虑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远了。古人
说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自
律、自警、自守始终是思想修养的一个大境界，
也是构筑“不想腐”堤坝的必要条件。

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以更高的标准来要
求自己，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永葆
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这样才能真
正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平“语”近人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九）

恶竹应须斩万竿

典出：

清正廉洁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反腐倡廉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恶竹应须斩万竿》以廉政为主题，从总书记使用过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
竹应须斩万竿”、“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等典故出发，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从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三个方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的
生动景象。本期的主题就是“廉政”。我们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当中的一些用典，来深入地学习、领会新时代的廉政思想。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如果不除恶务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死灰
复燃、卷土重来，不仅恶化政治生态，还会
严重损害党心民心。所以，从严治党的军
令状不是随便立的，我们说到就要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经典释义：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

竿。”这两句诗出自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
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中的第四
首。严郑公就是严武，严武是名臣之子。

杜甫和严武是好朋友，他曾经一
度离开成都到外地去，那么后来当杜
甫听说严武要回到成都来主政四川的
时候，杜甫就从外地回到成都去。这
首诗就是杜甫在回来的路上写的诗。

杜甫对于重新回到成都的生活是
非常向往的，他写这一组诗就是要表
达他自己回到成都之后重整家园，建
设新生活的信心和决心。这个时候他

已经离开草堂三年了，在杜甫的想象
之中，三年之后成都的草堂肯定已经
破 败 不 堪 了 ，杜 甫 最 惦 记 的 是 什 么
呢？就是他亲手种下的四棵小松树。
他非常希望这四棵小松树都已经长得
有千尺那么高了，但是他又想，成都那
个地方潮湿又多竹子，而这个竹子你
不用管它，它就会长得到处都是，钻得
到处都是。那么杜甫就想了，这个竹
子，它会不会妨碍小松树的成长呢？
那要是那样的话，长出来多少竹子就
砍掉多少竹子。这两句诗，现在用来
表达除恶务尽的决心，要想让小松树
茁壮成长，就必须要清除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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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反腐的故
事：

30 年前的福建宁德还是一个落
后地区，但是在这个落后地区却有一
个“不落后”的现象，就是当地的领导
干部热衷于违纪、违规占地建房。这
种建房的费用动辄十几万元，甚至有
几十万元。而那个时候，福建全省的
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是 1400 多元。
那么钱从哪里来？物资从哪里来？
于是腐败丛生。这种占地建房的风
气是愈演愈烈，人民群众对于能不能
治理好这个歪风几乎丧失了信心。

然而，1989 年这种情况出现了转
机。就在那一年新年之前，当地的各
级领导接到了开会的通知。在这个时
间节点上开会，一些人心里隐隐地觉
得有些异样。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担任
宁德地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

在当地的干部心目中，这个新来
的地委书记平日里是和蔼可亲，平易
近人。但是在当天的会议上，人们看
到了一个面容凝重的习近平，看见了
一个沉默不语的习近平。谈起占地
建房的问题，许多干部就说，这个问
题并不是起于今日，由来已久，当地
的许多干部都牵涉其中，都是既成事

实了，最好的办法是新官不理旧账。
还有一些干部说，治理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难了。且不说法不责众，占
地建房的这些人还都是同事，你收了
别人的房，收了别人的地，势必是把
别人得罪了。在这一片纵容、推诿和
无原则的理解的氛围中，年轻的习近
平同志拍案而起。他说，不错，占地
盖房的干部确实不少，而对于广大干
部而言，他们是少数。对于全区 200
多万群众来说，他们更是少数。他明
确表示，占地建房问题必须加以解
决，而且规定，从会议召开的当天起，
全部冻结在建的干部私房，立刻开始
全面清查整顿。后来在《人民日报》
上，专门就宁德地区的这场清房风暴
做过专题报道。标题就叫作《办好一
件事，赢得万人心》。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他
依然把强力反腐放在突出的位置。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面对着严
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总书记
坚持强高压、重震慑，以零容忍的态
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
滋长的势头。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
我们看到，换来的是不敢腐目标的初
步实现和党风政风的气象更新。

引用：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
眩于五色之惑。”

——《论语》、《道德经》

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