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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领导学》的作者乔盛是陕西省神木县人。
曾在地方工作，现供职于国家某事业单位。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黄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割不断的故土柔情》等。

《领导论》共分为领导属性论；领导决策论；领导处事论；领导率先论；领导作风论；领导气度论六
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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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盛笔，笔名林木、塞风。
陕西省神木县人。
曾在地方工作，现供职于国家某事业单位。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黄土地上的美男俊女》、《割不断的故土柔情》、《红山丹》、《黄河长城的绝
唱》；诗集《长江军魂的丰碑》，电视剧《大漠落日圆》；学术专著《一个记者与作家看世界》、((
西部大开发》；长篇纪实文学《战争岁月一白坚革命往事》；长篇小说《黄沙窝》以及文学、新闻学
、人才学、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稿约500万字。

其主要成就有三个方面： 一、创立以“信天游为主旋律的诗哲性伦派”文学流派； 二、提出“用才
不用人、用才与用人”谐调统一的新人才观；
三、20世纪90年代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所遵循的“三个阶段论”：即5年初期调研规划阶段，20年中期
铺开突进阶段，25年后期持续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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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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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处理好与秘书的关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导论>>

  4．处理好与同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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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绩的骄傲挑战
  3．困境的压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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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坚持组织原则，遵守组织纪律，维护组织利益，强化组织意识，服从组织分配，是领导干部
始终必须信守的宗旨。
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组织利益、组织意识、组织分配，讲的都是与领导干部本职工作有关的大事情
。
组织原则讲的是方向问题，组织纪律讲的是品德问题，组织利益讲的是财富分配问题，组织意识讲的
是集体观念问题，组织分配讲的是岗位职责问题。
领导干部在开展一切工作的过程中都是在围绕着组织的中心工作而进行。
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组织利益与组织关系这些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每时每刻地制约和框定着
其组织成员的所有行为规迹。
无组织建立则无其领导成员的诞生，无组织则亦无其领导成员的政治生命。
组织就像一个社会大家庭，组成这个家庭的成员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
领导干部的组织意识衬托出领导干部的组织地位、组织形象、组织行为、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组织
作风、组织信仰等组织文化内涵。
任何领导干部的组织行为都代表着组织利益而体现在公众面前。
无有组织的授意安排，以个人的好恶和随心所欲而打着职位的公众身份到处推行个人意志、主张，只
能反映的是一种个人的独立意识、个人言行。
当一个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个人身份出现在特定的公众场合时，其个人身份事实上在外界的目
光中是以组织身份活跃在大众的视线里。
此时越是掩盖组织公众身份反而越是突出了其背后的组织公众身份的重要性、权威性。
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到地方考察、调研工作，为了表示谦虚和讲话留有余地，避免给组织和单位带来
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开口讲话之前总要强调一番“只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单位意见”的潜台词
。
其实，大家听了后反增强了领导讲话的组织作用的分量。
因为讲话的领导是以某政府、某部门的“省长”或是“部长”的公众身份讲出来的，其公众身份象征
着权力组织机构的最高领导者、决策者。
“只代表个人意见”的讲话、谈话、指示，怎么能够可以随便地在广众面前发表出来？
实事求是地说，领导干部不论在公众场合的什么地方出现，什么地方发表演讲，其言行的表达意图传
递的都是所供职机构、部门、单位的信息。
领导干部的组织形象和公众身份形象会进一步的树立起来。
那种过分虔诚地强调“只代表个人意见”的讲话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反显得有些画蛇添足
，多此一举。
组织特征是领导身份特征的不同提法的同一概念。
德才特征包含有两个概念。
德，即品德、道德，是一个概念；才，即才能、才干，又是一个概念。
后面的章节里要专门论述领导干部的道德标准和才能标准，本节是把道德与才能融为一体作为领导干
部的象征性概念一部分内容来进行解析。
领导者，领导干部，这些提法不同的头衔名词标示的都是同一类型有身份的人员。
政府机构与组织系统在选用此类有一定职务的公众人员时，首先是按照规定的德才标准来筛选。
因而领导干部往往被社会目光看成是德才俱佳的优秀管理人才，在本职岗位上体现着德才光环而受到
人民大众敬重。
领导者德才、领导干部德才是支撑领导者、领导干部存在立足的重要“物质源”。
这种“物质源”将德才融合为一体构筑起领导地位、领导形象的人格魅力大厦。
领导者与领导干部都是德才兼优的楷模与化身。
至少是民间民意的一种倾向性认识。
领导者、领导干部、伟人、领袖、政治家、思想家、谋略家等杰出的影响时代、推动社会进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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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主流认识是把他们当做具有高尚道德和突出才能的代表。
按照孔子的说法，“志于道，据于德”。
一个人无论有多么远大的志向都来源于其崇高道德的支配。
古代君王的道德与才能铸刻着古代君王的权力地位。
当代审视领导者与领导干部的审美标准同样也是把德才的包容“剂量”放在第一位。
无德无能的蠢材终究不能长久地占据领导岗位而横行于市。
得到人民群众拥戴的领导干部则始终是以他们的兼优德才表现形式而获取民心民意。
德才在优秀领导干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高尚情操、奉献精神、浩然正气、纯洁灵魂。
领导干部的德才与其言行、生活习惯，甚至是姓名都是连接在一起而被人民大众接纳认可的。
马克思的全部德才文化内容是与马克思的姓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一起被全世界无产者赞同并传给
后人。
同样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与他们光辉闪烁的德才不因前苏联的解体而被未来时代所阻隔忘怀。
像中国大地上20世纪60年代站起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一样，他的美德与才能与他的名字与他所处的伟
大时代一起被今天的人们永远的怀念。
追思和怀念伟人与英雄，是因为伟人与英雄的德才风范构筑起的历史丰碑永远珍藏在千千万万善良人
们的心中。
世界上没有比德才焕发出来的力量更能征服世界。
德才是精神与物质的原子弹。
一个伟人和领导者(包括总统与元首)要想赢得民心，要想活得风光，要想死后保证骨灰不叫后人从坟
墓里挖出来抛撒于荒野，唯有活着时在政治舞台的领导岗位上凭借完美的道德与无穷的才能，实实在
在地为人民大众办老实事和为所处的时代尽职尽力。
人民大众与时代体制系统把无数伟人与领导者推向伟人宝座与领导岗位，赋予伟人与领导者德才皆佳
的“金匾”，使一个个伟人与领导者成就了追求的事业，实现了宏伟目标，留下千古的传奇佳话。
道德光环，才能热量，地名人名，岗位职位，相互叠折，让伟人更伟大，叫领导者更风流。
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都是与“圣德”、“圣贤”不可分开的。
颂扬他们也好，批判他们也罢，他们创立的文化思想与树起的德才形象始终在中华大地广为传播。
至于颂扬与批判古圣、古贤之举其实是不同时代的后人的需求而已。
德不因时变而变，才不因光逝而逝。
人的道德是永恒不朽的，人的才能是无法战胜的。
当代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和英雄人物，之所以能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让时代和时间久
久地铭记心中，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杠杆与才能砝码双重发挥作用的结果。
道德天平的公正性赢得了社会天平与民间天平的准确测量度；才能拳脚又滚打出了造福社会与民众的
康乐市场。
领导德才转化为领导功名经历了时间与时代的考验，领导德才高墙就在社会与民众的胸膛里构筑起来
。
文官善谋略，武将能打仗，技术人才好发明，贴着岗位与职业的标签，成为文化景观，流人民族的血
脉，形成共识。
德高人亦高，才大人亦大。
君以德治国，将以才服众。
领导者德高位高名高，领导者才通才广才行。
德才板块对领导者的全面雕塑，完成了对领导人格魅力的全部价值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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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论》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