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班干部发言稿(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班干部发言稿篇一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权力来自人民，其根本宗旨和运行目标
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干净就是要
坚持用权为民，既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又要做好制
度保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干事就是要坚持用权为
民，关键是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权力来自人民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权力来自人民，其根本宗旨和运行目标
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领导就是服
务”。这句话形象地表明权力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掌权
只是拥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用权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谋
利益。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郑培民，这些光辉的名字
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颂扬与怀念，就是因为他们始终
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行为准则，廉洁从政、
艰苦奋斗、尽职尽责、鞠躬尽瘁，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当然我们说执政为民、与民兴利，并不否认党员干部拥有合
法、合理的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要以不以权谋私、不
假公济私为前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也是这个
道理。

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和挑战。尉氏县乡
镇干部宋领安表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
务必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
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为群众办事，决不能使之成为牟取
私利的工具;要认识到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越大，责任
就越大，正确用权的警惕性就应该越高;要不断加强主观世界
改造，不断提高党性修养，使自己真正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今年1月，中共中央在与中央党校
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
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

焦裕禄致力于改变兰考面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然
是“党交给的任务”，用生命诠释了“心中有党”;焦裕禄在
兰考工作虽然只有475天，但群众至今依然怀念他，根本原因
就是他“心中有民”;他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全
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和蹲点调研，作出治理
“三害”的正确决策，做到了“心中有责”;焦裕禄亲自起草了
《干部十不准》，从不利用手中权力谋私利，以身作则践行了
“心中有戒”。

“当下，作风问题虽然大有改观，但仍然不容小觑，官僚主
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仍有一些市场，有的地方仍存在‘门难进、
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机关作风现象。作风不佳、服
务意识淡薄，实际上是党风不纯，将直接影响党群、干群关
系。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



市民刘力勇感慨地说。

要认识到权力来自人民，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切实增强学习的
紧迫感、压力感，多挤出时间读书学习，不断充实自我、完
善自我。还要积极投身实践，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增长才干。
敢于到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摔打锻炼，到最基层、
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进行一番锻炼，做出一番业绩。
更要警钟长鸣，慎独慎微，“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
不为”，一定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用党章
党纪严格约束自己，经常用先进的思想道德对照检查自己，
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筑牢思想道
德的防线。

党的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精神，用好的作风使精神深入人心。要认真贯彻落实关
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关
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
以“一学两争三优”活动为契机，彻底转变观念，增强服务
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工作理念，改
进作风，求真务实地干好工作。要围绕群众的利益开展工作，
以群众的满意度检验工作，始终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实现人
民群众的利益上。树立权力就是服务的意识，遵守权力使用
的纪律规定，牢记权力就是责任的理念，要让权力来自于人
民又服务于人民，确保“一学两争三优”活动取得实效。

坚定信念为民服务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它用通俗幽默的话语道出了为政之根本就是为民，也道出了
百姓对于党员干部的要求和希冀。一切为了群众，这也是党
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党
提出的必然要求。



有些干部存在为官不为现象，不仅是对服务的懈怠，更是对
职责的亵渎。一些干部工作时间久了，就会产生消极懈怠的
思想，干事的热情消退、动力不足，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上不为党委、政府分忧，下不为人民群众解愁，产生了“做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子想法。其实质是“没有好处不
作为、有了好处乱作为”的思想在作怪，反映出一些党员干
部党性不强、思想不纯、行为不正。

市民周育奇在其博客中写道，广大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
人民赋予领导干部权力，使他们通过国家机器和各种手段，
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造福。如果领导干部忘记了这个根
本，脱离了群众，不认真琢磨怎么搞好工作，成天谋划甚至
追逐私利，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丧失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手
中或多或少握有一定权力的干部，一定要提防“官本位”的
陷阱，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知道群众在他
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他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我市通许县司法局邸阁司法所原所长王运宏就是“为人民服
务”的忠诚践行者。从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他，始终把人
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先后成功调解了1800多起民间
纠纷，化解平息了10多起群体性事件，安置帮教了180余名刑
释解教人员，为群众代写法律文书5000多份。因长期工作积
劳成疾，王运宏于2月病逝，被中央政法委追授为“全国政法
系统优秀党员干警”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

班干部发言稿篇二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贯彻落实“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实践好“严以用权”，



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过程中，领悟把握好权力这柄“双刃剑”，严防权力运行损
害党和人民利益，让权力运行始终造福人民、造福社会，应
始终坚持“为民用权”这一基本准则。

坚持用权为民，是我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败斗争
取得成功的法宝。任何时候，领导干部都要清醒的认识到手
中掌握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会凭空而来，更不
是靠买卖得到。因此，让权力回归“为民”本位，对解决好
用权为谁的问题提供了坚定不移的方向。只有坚持用权为民，
才能让人民群众坚定支持我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反腐
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才能使反腐工作成为一把利剑，为纯洁
党员干部队伍，树立党风政风一路披荆斩棘。

坚持用权为民，是我党巩固执政之基的根本要求。俗话
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随着我党的工作重心由革命斗争
到经济建设的转移。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领导干部禁不
住“呼风唤雨”的诱惑，在以“权”换“钱”的欲望驱使下，
企图名利双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党和政
府的形象，失信于民。“蝼蚁之穴，溃之千里”，若不加以
警惕，及时纠正，长此以往，将慢慢的侵蚀其他党员干部的
信念堡垒，动摇我党的执政之基。只有坚持用权为民，行使
权力的时候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抛弃私心杂念，时刻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筑牢我党的执政堡
垒。

严以用权要时刻敬畏制度笼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党
员领导干部没有按制度行使权力，会催生公权私有观，使权
力寻租滋生蔓延，催生家族式利益集团的形成，从而导致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下降，加剧社会公共资源的两级分化，加
深社会公平的鸿沟，引发社会矛盾。做到用权为民，需要在
用权的过程中树牢规则意识，时刻敬畏制度笼子，使权力行
驶在依法的轨道上，以制度管权、监督权力运行，让权力运
行在阳光下温暖人民。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
民服务的，手握权力的干部要谨记，莫让权力既“伤害”了
人民又“葬送”了自己。只有时刻坚持“为民用权”要求，
自觉履职尽责，才能成为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及党和人
民需要的好公仆。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班干部发言稿篇三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权力是把双刃剑，它游离于有序与无序之间，既可以发挥正
向功能，也可能产生负向功能，既有能力造福于社会，也有
能力危害社会。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使人高尚，
也可以使人堕落;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

在“三严三实”要求中，严以用权就是关键。掌好权、用好
权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考验和挑战。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前提。反复强调，“始终做到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法
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始终保持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这是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严以
用权的“官箴”。

然而，在我们身边，或多或少有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特
权思想行为是严重的。有的讲排场、挥霍浪费、贪奢靡;有的
把权力作为资本，任人为亲排斥异己;有的只要个人权威不顾
大局。他们把权力当成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这就滋生消极
腐败，亵读法律制度，败坏社会风气，严重的甚至会动摇执
政根基。



在我们身边，也有着无数优秀的善于用权、严以用权的好典
型。优秀干部杨善洲，几十年不知帮助过多少百姓解决忧困，
但从来没有让子女搭过一次公车，从没有用公权为亲属办过
私事，从没有给亲友批过一张条子巧取利益。他说“我手中
是有权力，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
事。”他能做到这“三个没有”就是因为他把党和政府的权
力视为，只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严以用权，就要坚持用权为民。“权利就是责任，干部就是
公仆”。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
公仆，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谋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权力来自于人民、只能用之于民，
坚决破除“官本位”等特权思想，主动问政于民、问计于民、
问需于民，做履职尽责、一心为民的表率。

严以用权，就要做到公权不私。党员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一
定的权力。这固然有干部个人勤奋努力的因素，但归根到底
是组织的选择和人民的信任。公权是公器，来自人民的赋予，
不属于任何个人，各级领导干部是代表党和人民掌管权力、
行使权力。公权只能公用，我们务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
确对待权力，秉公用权。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
力来自人民，要掌好权、用好权，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
督。

严以用权，就要做到谨慎用权。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
作，决策时个别蕴酿，集体研究，民主决策。绝不能“想当
然”、“拍脑袋”决策，甚至搞“家长制”、“一言堂”，
个人说了算，逞个人英雄主义，那就必然会滥用权力，使党
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必然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惩处。

严以用权，关键在干部，关键在人。只在大家敬畏权力，坚
持秉公用权、为民用权，按规矩、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不
与民争利、不侵害百姓。那么，这样的“用权”就真正体现



了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严以用权，并不是不让党员领导干部用权。我们在严以用权
的同时，也要敢于用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敢不敢于用权，
就是敢不敢于担当，是否作为的问题。如果一味追求所谓的
平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将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束之高阁，睡大觉，那么这样的干部要来何用?!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

班干部发言稿篇四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
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
要实。习提出的“三严三实”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严以用
权”。“严以用权”就是要切实用好手中权。

“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性原则必须正确
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过好权力关。党的领导干部的权力
是人民给的，从掌权那天起，就是人民的公仆，就要把人民
的利益作为自己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权力意
味着什么?对那些政素质好、思想觉悟高的人来讲，权力是责
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对那些利欲熏心、以权谋私的人来
讲，权力则是陷阱，权力越大，个人陷得就越深，甚至成为
人民的罪人。因此，坚持党性原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
确对待权力，掌好权、用好权，用人民给的权力，为人民多
办好事、实事。

“严以用权”就是要为群众谋利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
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领导干部



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行使权力的时候，就要中自觉地
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考虑 问题和行为的出发点
和归宿，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和重托，以强烈的责任感造福于
人民。当前，用好权力，最重要的，就是宣传、组织和带领
群众，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搞好。这也是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所在。

“严以用权”就是要为人民尽职尽责。 用好手中权力，真正
做到为人民尽职尽责，最根本的是要在世界观人生观上过关。
作为领 导干部，要弄清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要弄清为谁
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党和人民的考验面前要像焦裕禄、
孔繁森同志那样，心里想着人民群众，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
自己最高行为准则。有了这样的情感，就会把群众的呼声、
疾苦当作大事，把党的温暖送到人民群众之中;有了这样的情
感，就会兢兢业业、奋不顾身地工作，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
谋利益。如果做官不做事、做官当老爷，如果空话套话连篇，
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搞形式主义、花架子，弄虚作
假、浮夸虚报，甚至民权谋私、搞权钱交易，台上讲勤政廉
政，台下搞不正之风，那就会丧失领导资格，就会使手中的
权力变味、变质，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十分危
险的。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班干部发言稿篇五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去年人代会习提出“三严三实”要求，我们一年来努力贯彻
落实到干部队伍作风建设中，特别在“严以用权”方面，教
育各级干部“用权要慎重，视权力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乐趣;
公权姓公，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具体着重做到“三个交给”：一把权力交给人民。进一步深
化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让人民当家作
主，政府不包办代替。二把权力交给市场。市场能调节的让
市场调节，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政府买卖交易全部进场，买进
“有效最低价”，卖出“价高者得”，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的氛围。三把
权力交给制度。按制度办事、按规矩办事，没制度的建立制
度，制度过时的修改完善。四把权力交给集体，重大事项由
集体研究决定，坚持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真正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权力是一把神兵利器，用对了可以报国为民，用错了就会反
噬自己、身败名裂。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或大或小权
力，能否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也主要看
怎样用权，能不能用好权。

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
私。领导者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公而不为私，
因为身在高位，众目所至、众手所指，所有人都看着、清清
楚楚。人要有害怕的对象才能够懂得节制自己，严格按制度
办事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公平、公正和希望，先给弱者公正
合适的待遇，这才能够稳定人心。

严以用权，还要谨慎交友，自觉抵制“圈子文化”，不要让
自己陷入“怪圈”。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领导者一定要有
正确合理的爱好，只有正当、合法、健康的事情才可以喜欢，
否则钻营者就只谋人不干事、投其所好、跑官要官。对待下



级，工作上要严谨、生活上要平易近人，“威服”不如“敬
服”。

我的发言到此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