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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最伟大、最无私的品
格，在于他总是把最好的东西

教给学生，像蜡烛一样燃烧自
己，照亮别人。教师从不嫉妒
学生的成功，而是希望学生个
个成功。教师把“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作为自己的价值观，
从不担心学生超过自己。相
反，学生成功越早、名气越大、

水平越高、超越自己越多，老
师就越高兴。

领导者应当学习教师的
这种品格和胸怀。如果你像一
个太阳，源源不断地发光发
热，让周围的人都沐浴在你的
光芒和温暖中，那固然是一件

很光荣的事情。如果你能使周
围的人都变成太阳，人人发光
发热，交相辉映，自己像月亮
一样，靠借光而生辉，靠反光
而生活，那不也是一件很高尚
的事情吗？

如果一个领导者只想自

己成功而从不想别人成功，甚
至想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
人不成功的基础上，以别人的
不成功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
成功，那是很糟糕的。如果一
个领导者的成功带动了周围
一群人的成功，形成了一个人

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群体效
应，那才是真正英明的领导
者。一个领导者手下能不能源
源不断地产生人才、输送人
才，是衡量他是否真正成功的
一个重要标准。

一个领导者怎样才能使

周围的人取得成功呢？
第一，满腔热忱地对部下

“传、帮、带”，为他们学习提
高、充实完善提供各种必要条
件。

第二，敢于压担子，放手
加以使用，给他们施展才能的

机会。当一个人感到责任重
大、力不从心的时候，恰恰是
进取心最强、创造力最大、成
长进步最快的时候。

第三，在公众场合，主动
介绍部下的优秀品质、特殊才
能和工作业绩，表达对部下的
赏识和信任，帮助他们树立群

众威信，不断增强他们的自尊
心、自信心，尽量避免当众批

评他们。
第四，在部下为流言蜚语

所困、受到恶意诽谤和不公正
待遇时，要敢于挺身而出，仗
义执言，为他们讨回公道，即
使自己受伤也在所不惜。决不
能明哲保身，一看 “情势不

妙，拔腿就跑”，更不能落井
下石。

第五，抓住机会，大胆提
拔。积极举荐部下中的佼佼者

到更重要的岗位去锻炼提
高，千万不能因为这个人使
用很顺手、工作很得力而舍
不得放手。只要有更大的舞
台、更广阔的前途，宁可暂时
工作受点影响也要舍得输
送。不要怕后继无人。越是大

胆输送人才，越会有其他优
秀人才补充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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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受人拥戴的领导者，

应当有声有色地工作，有滋有
味地生活，有情有义地交往。

一个领导者，不但要有鉴
别力、决断力、组织力、执行
力，而且应当有亲和力。这种
亲和力是一种人格魅力，它可

以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转化
为强大的影响力和行动力。
领导作风中最可贵最难得的
就是平易近人。只有平易近
人，才谈得上群众观点、群众
路线，才能做到 “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一个令人

望而生厌的人，即使天天下
基层，照样脱离群众。领导的
力量，不是建立在部下敬畏、
恐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
部下信服、亲近、主动靠拢和
追随的基础上。彼此有了感
情，一句话能顶十句用，甚至

一个暗示、一个眼神都能把
事情办成。彼此没有感情，十
句话也不顶一句用，对于不想
听的人来说，你说得再多也不
管用。一部管理机器，如果没
有感情的润滑剂，运转起来将

是非常艰难的。
一个人的爱心首先是从

爱父母、爱家庭开始的。一个
领导者应当孝敬父母、关爱家
庭、热爱生活，模范地践履中
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
为做人处事的原则应当是亲
亲为大，孝悌为本，本立而道

生，然后再把这种爱心推衍放
大到整个社会。一个人的忠和
孝是相通的，亲亲方能仁民。
在多数情况下，忠孝是可以兼
顾、可以两全的。在汉代以后，
两千多年中一直提倡 “孝治
天下”，这就是以德治国，以

仁施政，视天下人为父母，以
一种知恩图报之心对待百姓。
如果一个领导者像对待自己
父母一样对待天下百姓，心甘
情愿、尽心竭力地去为他们服
务，不讲价钱，不图回报，那无
疑就是一个好领导、好公仆

了。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缩
影，如果一个领导者连亲情关
系都处理不好，连自己的家庭
都治理不好，怎么可能处理好
社会上复杂的人际关系，怎么
做到“治国平天下”呢？一个
领导者，如果对自己的父母不

孝敬，对亲人不关爱，而在公
众场合却摆出一副亲民的姿
态，那十有八九是在作秀。

领导者要善待身边的工
作人员。尽管世界很大，但你
每天打交道的人就是周围这
些人。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

是群众的一部分，同周围的人
关系理顺了，小环境搞好了，
天下就太平了一大片。以天下
为己任，应先从身边做起。

领导者的工作水平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工作人
员提供的信息、文稿、建议和

各种后勤保障，领导者的形象
和威信也需要身边工作人员
细心地加以维护。“善用人
者，为之下。”所谓 “为之
下”，就是把别人高看一眼，
把自己放低一些。高看别人未
必降低了自己，低看别人未必
抬高了自己。 你地位越高，

事业越大，依靠的人越多。如
果高高在上，谁愿意听你使

唤？如果只会处上，不会待下，
对上对下两副面孔，肯定搞不
好人际关系。领导者和身边工
作人员是一个合作团队，彼此
只是分工不同，在人格上是平
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
种凭借自己的职务、地位、权

力来驱使别人为自己干事的
领导是最令人讨厌的领导。领
导不能把身边工作人员看作
是“下人”，看作是自己的附
庸，更不能把部下当成自己的
“出气筒”，喜怒无常，动不动
就批评呵斥，让部下“伴君如

伴虎”，整天处在担惊受怕、
战战兢兢的氛围中。你要求部
下忠诚于你，那你也应当善待
部下，因为忠诚总是相互的。
你希望部下认真地为你服务，
那你也应当为部下多着想一
些，关心他们的进步前途，关

心他们的利益需要，关心他们
的妻子儿女，关心他们的喜怒
哀乐。在工作场合，领导者和
身边工作人员应当上下有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日常生
活中，领导者应当是一个真实
本色的自我，多一点亲切平

和，多一点轻松幽默，讲一点
人情世故。孔子讲：“近者悦，
远者来。”管子说：“招远在修
近。”只有让自己周围的人能
够安居乐业，生活得更快乐、
更幸福、更有前途，远处的人
才会被吸引过来。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领
导者也不例外，也有父母兄
弟、妻子儿女、同学朋友等。每
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权利和义
务的统一，都有特定的角色定
位，都有一定的交往方式。不
管你地位多高，名气多大，在

父母面前你永远是孩子，在老
师面前你永远是学生，在同学
面前永远的法则是“序齿不序
爵”，只论长幼，不论尊卑。
一个好领导，也应当是一个好
儿女、好父母、好丈夫、好妻
子、好朋友、好同学，等等。如
果你把官气、官腔、官架子带

到日常的生活交往中，那必定
会使整个生活变得枯燥乏味、

黯淡无光。
在苏联解体前夕，有一

篇苏联小说曾经辛辣地讥讽
了一些像机器人一样的官僚
干部：

这种官员没有任何个人
想法，他的一切想法都来自上
级文件，上级的想法就是他自
己的想法。

他们除了打官腔没有任
何个人的语言。他所有的讲话
都是和自己的身份相符的，在
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他就讲
什么话。

他没有任何个人的喜怒
哀乐，思想情绪完全随着工作
状况而波动。当工作有成绩、
受到上级表扬时，就高兴；当
工作出现问题、受到上级批评
时，就愤怒，就发火。

他像自动生产线上的一

个部件，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
运转着，既不会快走半步，也

不会慢走半步，小心翼翼地不
同其他部件发生任何碰撞和
摩擦。

如果干部都变成这个样
子，苏联能不亡党亡国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见
到这种官僚化的领导。他被

“官本位”意识支配了所有生
活空间，整天板着面孔，装腔
作势，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
态和公事公办的模样，除了
“官交”没有“私交”，除了工
作没有爱好，除了打官腔不会
说别的语言。他走到哪里，哪

里的空气就变得紧张起来，这
种领导当然不会受到群众拥
戴，只会损害党在群众心目中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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