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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林向东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上阳花园
404幢西单元二层东室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
洛房权证市字第00268974号。经《洛阳市西工
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4）西执字第
375-1号）、《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14）西执字第375-1号）、《洛阳市西工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西民一初字第36
号）已执行给林木森个人所有。因“房屋所有权
证”（洛房权证市字第00268974号）未能收回，现
依据《房屋登记办法》（建设部168号令）第41条
之规定，将林向东所持的“房屋所有权证”（洛房
权证市字第00268974号）公告予以作废。

洛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公

告

《习近平用典》：

国内第一本聚焦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作品——《习近平用典》于2月28日在京举行首发式。该书分13
个篇章，从习近平的讲话和文章中遴选出他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能体现他治国理政理念的典故135则。

《习近平用典》摘登

● 原典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

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
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清]张伯行《禁止馈送檄》
● 释义
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他清廉

刚直，从不收受礼物，极力反对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
实，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拒绝送礼者，特地撰写
了一篇《禁止馈送檄》，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这
篇檄文被视作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

这篇《禁止馈送檄》，全文仅 56 个字，共用了 8 个
“一”字，申述了关心百姓疾苦、注重个人名节、反对送
礼行贿的主张。“一丝一粒”虽小，却牵涉我的名节；

“一厘一毫”虽微，却都是民脂民膏。对百姓宽待一分，
那么百姓所得就不止一分；向百姓多索取一文，那么

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这体现了廉洁奉公的做人原则
与道德操守。

● 解读
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

险的动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这样的滑坡和动摇，
往往是从小事开始的。习近平还曾以“贪如火，不遏则
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堤溃蚁穴，气泄针芒”“苟
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等，提出过同样峻切的警
思。现实中，少数干部总以为在大是大非面前把握住
自己就行了，所以在“小节”上疏于防范，认为吃几顿
饭、喝几瓶酒、收点小东西无伤大雅，其结果往往是

“小节不慎，大节难保”，最终铸成大错，悔之晚矣。所
以习近平不断强调，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
一泻千里。干部不论大小，都
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

“不以恶小而为之”。
（节选自《习近平用典》）

《习近平用典》由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主
持编写并作序，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组
织撰写解读文字，约26万字，历时一年编写、校
订。该书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
遴选出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能体现习近平总
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典故135则，分敬民、为政、
修身、任贤、天下、法治等13个篇章。针对每则典
故，解读部分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现实
意义，释义部分诠释了古典名句的深邃寓意。

为编写该书，主创团队搜集了时间跨度长
达27年的习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讲话、文章，
包括《摆脱贫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之江新
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其2007年以来发表
的重要讲话、文章，遴选出135则典故，分敬民、
为政、立德、廉政等13个篇章。每则典故采用解
读、释义结合的方式，解读部分阐述了习近平用
典的现实意义，释义部分解说古典名句的出处
和义理。

《人民日报》评论部专栏室主编张铁说，每
一则典故的解读篇幅控制在 3 条微博的字数
内，力求提炼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当代价值和
意义的精髓。

负责组织该书释义部分编写的《人民日报》
高级编辑杨立新说，中国古籍版本多，且现存原
典有许多很难查找，“我们用近一年的时间找到
习近平讲话和文稿中的用典出处，查阅了上千
册古籍善本。”

《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鞠天相表示，编
辑出版这部《习近平用典》，旨在对总书记用典
进行追根溯源，对其现实意义进行解读，帮助广
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准确理解总书记的思想精髓。

该书分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适合广大党
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中
专院校师生及关心关注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
阅读。

在梳理《习近平用典》一书的过程中我们发
现，“儒家名言最常提，名人名句看苏轼”是该书
的显著特点。习近平引用最多的是儒家经典名
言，其中引用《论语》11次，《礼记》6次，《孟子》4
次，《荀子》3次，《尚书》、《二程集》等儒学经典
著作也被多次引用。

习近平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名人是宋代文
学家、政治家苏轼，全书收录他引用苏轼的地方
达7次。习近平曾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的名
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
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
于不可救。”他在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新疆考
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等讲话和文稿中多次引
用此句。

杨立新说，这段话是《晁错论》的首段，表达
的思想是“坐观其变”而不对祸乱采取措施，那
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据《新京报》、人民网、新华社）

习近平用典有何偏好？

《习近平用典》出版

常提儒家名言
苏轼名句最多

● 原典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明]于谦《咏煤炭》
● 释义

《咏煤炭》是明代名臣于谦所作的一首咏物诗。作者
以煤炭自喻，托物言志，抒发了自己甘为国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抱负和情怀。

尾联“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是作者
为民效力愿望的真诚袒露，堪与杜甫“大庇天下寒士”
媲美。

● 解读
习近平说过“心无百姓莫为官”，为官一任，就要造福

一方；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事。否则，啥也不能，为啥选
你？啥也不干，要你干啥？民生不是抽象空洞的理念，应该
落实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考验着领导干部的责任担
当。习近平引用这句诗，就是要求各级干部以“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的态度抓实做细民生工作，努力办实每件民生小事。

一个人当官为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有着基
础性的意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后面的许多困惑，比如
抱怨待遇低、埋怨进步慢等就可能迎刃而解。权力最大
的价值在于其公共性。如果想着一己之私，纠结于个人
得失，不如去干别的。习近平多次强调，为官发财应两
道，就是这个意思。

【敬民篇】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原典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

以正，孰敢不正？”
——[春秋]孔子《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春秋]孔子《论语·子路》

● 释义
孔子这两段话都说明了为政者自身行为端正的重

要性。孔子认为“政”就是端正的意思。你自己带头端
正，谁还敢不端正呢？对于什么是政治，孔子用一个

“正”字概括。
关于“正”，孔子认为，为政者如果自身的行为端正，

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如果自身行为
不端，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身正民行，上感

下化，才能施不言之教，对百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 解读
习近平一向倡导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干事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把这作为为政之德、为政之道、为
政之要。在我国历史上，注重修身立德、为官清廉，是许
多思想家倡导的政治主张，也是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终身
恪守的为官准则。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引用先秦时期为
政以廉的箴言，要求领导干部有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
行一致的优良品质。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看
领导干部怎么说，更看他们怎么做。要在群众中威信
高、影响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自身的模范作用、人
格魅力。否则，“台上他说，台下说他”，说话办事怎么会
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为政篇】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之江新语·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等文中引用

● 原典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

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南宋]吕本中《官箴》

● 释义
吕本中所著《官箴》共三十三条。首条开头云：“当官

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认为当官的法则，
只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
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
到下属的拥戴。

● 解读
清，指的是清廉，公正廉洁，两袖清风；慎，指的是慎

重，周密考虑，谨言慎行；勤，指的是勤勉，勤奋好学，刻
苦上进。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必须能
够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
验，严守党纪国法；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
法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要有强烈
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为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领导干部做到这三个字，根
本上说还是要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培养和树立六种意
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法治意
识、民主意识。

【立德篇】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的插话》等文中引用

【廉政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
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敬民篇】

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政篇】

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安而不忘 危 ，存 而 不 忘 亡 ，治 而 不

忘乱。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

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
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立德篇】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
其下。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
私之间尔。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修身篇】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笃行篇】

功崇唯志，业广唯勤。
一勤天下无难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

累土。

【劝学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腹有诗书气自华。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之者。

【任贤篇】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

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来者渐矣。

【天下篇】

计利当计天下利。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廉政篇】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公生明，廉生威。

【信念篇】

位卑未敢忘忧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创新篇】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不日新者必日退。

【法治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
国，则一国治。

【辩证篇】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据人民网）

《习近平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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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
识。古典名句，是中华文化长河中历经砥砺的智
慧结晶，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
载体。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己任，并不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
时代内涵。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在习近平总书
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文章中，闪耀着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光芒，尤其
是他所引用的古典名句，寓意深邃，生动传
神，极具启迪意义。同时，在学习总书记重要
讲话（文章）的过程中，受自身传统文化修养所
限，对文中所用典故的历史背景缺乏认知，对其
现实意义把握不准，唯恐影响对讲话（文章）精
神的深刻理解。

于是，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习近平用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