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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王 颖*

【摘要】建国初期，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致力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留意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愚昧落后，推动

社会风气转变。他摒弃孤立单一方式，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

管齐下，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他高度重视党风对社会风气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社会风

气转变。建国初期，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

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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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摆在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仅经

济处于崩溃边缘、民生贫困，而且社会风气问题

严重，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伤风败

俗的社会丑恶现象仍然存在，封建迷信、包办买

卖婚姻、铺张浪费等旧风陋习仍然在民间流行。
然而，经过几年至十几年的整饬，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发生根本转变，不仅种种丑

恶现象销声匿迹，旧风陋习在群众中完全失去根

基，而且以集体利益为重、平等互助的良好社会

风气逐渐形成。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当年采取哪些有效措

施推动社会风气转变? 其移风易俗的经验有哪些

是现今可以吸取借鉴的? 这是在深化改革开放新

形势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思考的问题。

一、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
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

推动社会风气转变

长期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

封闭保守的社会心理。19 世纪末，一位来华的

美国人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国民性: “中国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她大多数的观念、习

俗、还有民众的个人习惯是多年传承下来的古老

的传统，而且老百姓非常守旧，不愿意做出任何

改变。”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社会制度的革新、
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关系的调整，有力地冲击

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但是要彻底打破

世代沿袭的旧思想、旧习惯，并非易事，必然会

遭到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抗。
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并不排斥强制性手

段。他认为在不良风气泛滥的时候，只有动用国

家机器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才能有效铲除社会

丑恶现 象。1949 年 进 入 北 京，了 解 到 黄、毒、
赌、盗、道等活动猖獗、危害人民群众的情况

后，毛泽东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 “新中国绝不

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

净!”②11 月 22 日，北京市出动 2000 多干部和民

警连夜封闭全市 224 家妓院，集中老板和领家
424 人，收容妓女 1289 人。在明娼现象消失后，

北京又于 1952 年 9 月采取统一行动，对野妓、
暗娼实行全面收容。天津、上海等城市虽然没有

采用“北京方式”直接封闭妓院，但严格管理限

制，使卖淫业逐渐萎缩，最后归于灭绝。
这些大刀阔斧的强制性行动表面看似简单易

行，实际上是政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

作。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在封闭妓院之

前，1949 年 3 月，经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公

安局制定的《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下发执行。5 月，由市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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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开始调查工作，掌握了妓院数目、名称、地

址，妓女数目，分布状况及老板领家之姓名、住

址、罪恶、财产等。8 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

表会议讨论通过《改造妓女，参加生产，以减少

寄生人口》的决议。9 月出台 《北平市处理妓女

办法 ( 草案) 》，组成 “处理妓女委员会”，为全

市统一领导机构。11 月 21 日下午，北京市第二

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

议。经过这样一系列准备工作，才有了当晚的统

一封闭妓院的行动，也才能 “毕其功于一役”。
1950 年 1 月 7 日，中央公安部在关于封闭妓院的

经验通报中总结了北京这次行动的优点，即 “调

查较精确，组织配合尚好，思想动员成熟，行动

迅速”①。
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运用强制性手段转变社会

风气的必要性，但反对一味地命令、打压，主张

采取强制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他后来说: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

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

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

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

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强制性

的行政命令“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

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

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

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

通”②。他还说: “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

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③

建国初期对妓女的改造，就完全贯彻了毛泽

东的这一思想。194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委书

记彭真等向毛泽东报告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

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

理意见后，说“这个决议很好”。在这次统一行

动之后，北京将妓女收容到生产教养院中，开始

对她们进行改造。相比于封闭妓院，这是更为艰

难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诚挚的感情。起

初，大多数妓女对改造有抵触情绪，教养院里整

天是哭叫声。针对这种情况，教养院干部逐渐摸

索出一套“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纪律相结

合”的教育方法。组织学员劳动和学习，在日常

生活中培养其劳动习惯的同时，着重进行劳动观

念的教育。还向她们介绍党的政策，指出娼妓制

度对新社会的腐蚀破坏作用，对社会治安以及她

们本身的危害性。教养院还千方百计从生活上关

心学员，花重金购买当时十分紧缺的药品为她们

治疗性病。待时机成熟后，引导学员回忆往事，

召开控诉会，结合个人的思想和经历揭发旧社会

的黑暗和罪恶。今昔对比，妓女们深受感动，认

识到是政府把她们救出火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

育感化，学员们终于摆脱过去的恶习，开始了正

常的生活。
除了说服教育，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风气是

社会意识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注重

铲除旧思想、旧风俗存在的经济条件。早在抗日

战争时期，他就说过: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

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

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

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

信职业家的来源。”④ 建国后，毛泽东认为要根

除社会丑恶现象，必须为不良从业者找到生活出

路。取缔妓院后，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基本上都

得到妥善安置。各地教养院对妓女的安置大都遵

循以下原则: 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

的助其结婚，其余的组织学习手艺进行生产以谋

生活自立。如上海，1955 年派遣 1284 人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其中包括改造好的妓女 964
人。1956 年，上海妇女教养所将所内经过初步

改造的妓女 1560 人遣送白茅岭农场易地教养和

安置，后来她们逐步转为国营农场职工。安置就

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妓女从良的后顾之忧，“妓女”
群体在中国终于消失。

在毛泽东看来，新观念、新风尚的树立，同

样需要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运

动中，他说: “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

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

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

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

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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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
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

去做。”① 毛泽东还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现进

一步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有利条件。
1955 年，他在 《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

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说，消

灭文盲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

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

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

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

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

己组织学文化”②。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工厂、
农村中很快掀起扫盲高潮，人们把业余时间更多

用在读书识字上，出现了 “见字问字，见人问

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的喜人景象。
采取强制打击、说服教育和经济引导的手段

都需要舆论宣传的配合。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宣

传工作，为移风易俗而进行的宣传更是要求大张

旗鼓，1960 年在重新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时就说

过: “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

人人动作起来。”③ 1952 年 11 月 26 日，毛泽东

亲自批转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级

机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这份指示

强调“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

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树立对婚姻

法的正确认识”，要求“以 1953 年 3 月为宣传贯

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④。根据中央要

求，1953 年 3 月全国掀起婚姻法宣传运动月活

动。各地积极训练基层干部，组织由党员、青年

团员、报告员、宣传员组成的宣传大军，在群众

中大规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报刊报导各

地试点经验、介绍苏维埃婚姻与家庭立法原则等

资料、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针对群众提出的

有关婚姻家庭问题作的解答。这样大规模的宣传

教育，使广大群众对婚姻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

识，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等陈规陋习受到挑战和涤荡，婚姻自主和恋

爱自由的风气开始形成，家庭关系逐渐变得和

睦。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的教育功能，要求牢牢

把握社会舆论导向。他说: “报纸、广播、文工

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

‘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

戏，总要影响人。”⑤ 毛泽东曾指示新闻媒体要

注意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使社会能
“发扬正气、压倒邪气”，“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

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

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

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⑥。毛泽东又指出: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
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

占领市场，当然不行。”⑦

毛泽东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采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讲究宣传艺

术，无论是写文章、作报告、作演说都要力求生

动活泼，不能干瘪无味。他要求做宣传工作的同

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群众的语汇

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

注意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报纸、刊物出版、
戏剧、美术广播等，把这些宣传工具和载体都搞

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动用起来。毛泽东还

要求对旧社会留下的艺术作品进行彻底改造，使

之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新风尚。当时改

编了《十五贯》等旧戏，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电

影、话剧和新戏，如 《英雄儿女》、 《龙须沟》、
《刘巧儿》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

广大群众的欢迎，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他曾经说过: “无证民不信，不信民

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⑧ 劳动

模范有三种作用: 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

用。⑨ 他要求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教育大多数

人。1963 年 3 月，毛泽东发出 “向雷锋同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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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号召。周恩来将雷锋精神概括为: “憎爱

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

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在这一号召下，学雷锋的活动风靡全国。先进典

型来自群众，又高于群众，其先进事迹鼓舞和教

育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

容和激励群众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推动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

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群众在社会风气转变中

的主体地位。早在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时，

毛泽东就指出: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
节孝坊 要 农 民 自 己 去 摧 毁，别 人 代 庖 是 不 对

的。”① 建国初期，毛泽东发现土地改革和民主

改革后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因素，在增产节约运动

中采取竞赛等方式，层层发动群众，使广大工

人、农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主人翁

责任感增强，推动形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新

风尚。在扫盲运动中，他也强调“政府领导，依

靠群众”的方针。当时，提倡“以民教民，能者

为师”，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无 数
“十字先生”、 “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

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男女老

少都被动员起来，学习文化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认为，

只有经过群众参与、投入的方式，将不正之风、
不良习惯亮出来，让群众自己去明辨是非才能彻

底改正。1957 年，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

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

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

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

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

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

论，才能改过来。”还说除四害 “这是文化，要

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也需要 “全国动员一

下”，并且在群众中间 “要来个竞赛，硬要把这

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② 当时由于广泛

发动群众，采取鸣放辩论等形式，群众很快认识

到勤俭节约、“除四害”带来的实在好处，更加

自觉投入到运动中，形成丧事从简、喜事新办、
讲卫生的新风尚。

建国初期毛泽东以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

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推动社会

风气转变，效果自然也非一般宣传、倡导所能相

比，强烈震撼了中国国民传统的社会心理结构。

二、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

社会风气转变

执政党的党风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

风气的好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个

问题，他说: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

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

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

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③ 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保持党风的清正廉洁，毛泽东付出了

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对党风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意

苗头，防微杜渐。1949 年 3 月，他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

阶级的“糖衣炮弹”，要求做到 “两个务必”。
1950 年 2 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沈

阳等城市参观视察，受到当地 “高规格”的接

待。毛泽东没有留情面，提出严厉批评: “我是

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

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

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④

在党内贪腐情况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

主张采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式，刹住歪风

邪气。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

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决

定。对于在“三反”斗争中发现的一些重大贪污

受贿案件，毛泽东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并严惩

首要，杀一儆百。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

曾有党内的老同志为二人说情。毛泽东说，正因

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

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20 个，200 个，2000 个，20000 个犯有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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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程度错误的干部。①
1952 年初，在 “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

际，毛泽东又作出在工商业界发动 “五反”运动

的决策。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回忆，解放

之初，“每天晚上，北平的大饭馆到处是以 ‘业

务需要’的名义举行的接待宴会或答谢宴会，弄

得处处客满”，“经理、副经理、科长等比客人超

过好几倍的人来作陪，一起大吃大喝、杯盘狼

藉”。而“五反”运动以后， “整个北京稍微大

一点的饭庄好像熄了火似的，拉拢人的宴会完全

绝迹了。原来有点瞧不起共产党的不法资本家们

像被狠狠地烫了手，‘果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大

不一样啊。’”②。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严于律己，以身

作则。他毕生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不吃山

珍海味，不讲排场，衣着简朴，也从不利用自己

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私利。他曾对身边工作

人员说: “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能缺我

们一个人、一家子吃的、喝的、用的、花的吗?

不缺，但是有一条，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

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
省长们、县长、村长们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

治理。”③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风问题稍有松懈，就

会死灰复燃，尽管日理万机，他的注意力始终没

有离开党风建设。1950 年 5 月，他领导发动整风

运动，要求“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

干部作 风”。1951 年 到 1952 年，他 领 导 发 动
“三反”、“五反”运动。1953 年，他要求“从处

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

争”④。1956 年，毛泽东在 “八大”会议上继续

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六条规定: 不作寿，不送

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

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举。1957 年，针对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仍存在官僚主义、宗

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领导发动

和整风运动。他说: “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要使几亿中国人生

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

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

国家，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

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

上的错误东西整掉，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担负起这项任务。”⑤

建国初期，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注

意狠抓党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做到勤俭

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

了崇高威望，大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上

级的态度和喜好直接影响到下级的作风，而党员

干部的作风又影响到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

式。在党风带动下，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好转。
以推行火葬为例，长期以来，中国人有厚

葬、土葬 的 风 俗，占 用 耕 地，造 成 很 大 浪 费。
1956 年 4 月 27 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

一个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随后签名的还

有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外 130
多人。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

极大推动了在全国人民中实行火葬的习俗。
又以 推 行 勤 俭 节 约 为 例，经 过 “三 反”、

“五反”等运动，党内贪污腐败的现象得到极大

扼制，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廉洁自律，生活简朴，

不搞特殊，在国人面前树立了榜样，在全社会形

成了以朴素为美、以节俭为荣的新风尚。
党员干部的模范言行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

同时，党员干部也受到社会风气影响，社会风气

的好转为党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二者形

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朝着健康

向上的方向发展。

三、启 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风气问

题，把移风易俗与改造国家的伟大目标联系起

来，塑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艰苦奋斗、乐于奉

献、理想闪光、意气风发的年代。尽管后来党在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失误和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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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全国人民对党的热

爱和信任初衷不改，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艰苦

奋斗，共度难关。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理

论和实践，对于我们当前培育知荣辱、讲正气、
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社会风气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

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一生非常关注社会风

气问题。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以 “改良人心风

俗”为己任，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社会弊端的途径

和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识到社会存

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致力于无产阶级的革

命斗争，同时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和

发动。新中国的诞生，客观上为他的 “改良人心

风俗”提供了社会条件。这时，毛泽东从战略

性、全局性的高度把移风易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1949 年 6 月，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

提出“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任务。1957 年，

毛泽东在领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指出 “除四

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

俗，改造国家”①。在毛泽东看来，移风易俗不

仅关系到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与改造

国家的宏伟事业紧密相联。今天，我们依然面临

改造国家、改造国民的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

需要铲除社会丑恶现象，改变旧风陋习，营造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良好社会

风气。邓小平曾说过: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

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

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

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②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正确理解社会风气的

实质和巨大作用，把改造社会风气作为一项重要

的战略任务来抓。
启示之二，在中国推动社会风气转变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措施，难

以真正达到目的，只有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工程，

采取综合性的手段，才能取得“破旧立新”的效

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

变是有“顶层设计”的。他对当时社会风气转变

的目标、原则、途径、方法、步骤、重点都有全

面的规划，特别是在方法上摒弃孤立单一模式，

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

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管齐下，营造良

好社会风气。当前，转变社会风气的任务极为艰

巨，同样需要采用综合性的手段。既要完善和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各种

社会丑恶现象，又要耐心细致做说服教育工作;

既要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工作，还要逐步铲除旧

风气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只有重视社会风气问

题的复杂性、联动性，采取综合手段，发挥聚合

效应，才能有力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同时，要始

终尊重群众作为社会风气转变的主体地位，想方

设法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不断

变化的新情况，及时深入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觉悟

程度，确定“破”什么、“立”什么，引导如何
“破”、如何“立”。

启示之三，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

键。孔子言: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风，必偃。”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风对社会风

气的影响，坚持不懈抓党风建设。当他要求群众

改变旧观念、旧习惯时，首先自己做到，并要求

所有党员干部做到。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强大

的，比发多少文件、讲多少话都有效果。邓小平

说过: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

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

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

是全党的表率。”③ 现在，党内出现的一些腐败

现象，已经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起

到诱发、刺激不良社会风气滋长的反面作用。如

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一旦不良社会风气形成并

占据主导，就不可避免会影响每个党员干部个

体，那时再去惩治党内腐败现象，面临的形势将

会更严峻，付出的代价将会更惨重。因此，扭转

社会风气绝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与严厉整治腐败

相结合，必须从党员干部的作风切实抓起。

(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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