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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纪委监委召开年轻干部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座谈会
　 本报合作讯  近日，州纪委监委召

开年轻干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座谈会 ，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相关

内容 ，年轻干部代表围绕学习教育 ，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分享了在各自工作岗

位上的体会和感悟。

　　会议指出，召开年轻干部座谈会是

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州委关于突出抓好

年轻干部学习教育相关要求的重要举

措。年轻纪检监察干部要提高政治 站

位，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锤炼党性、

改进作风、强化担当 ，以优良作风护航

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作为纪检监察事业接续

发展的生力军，年轻纪检监察干部要争

当对党忠诚的“践行者”，把对党绝对忠

诚作为人生的信仰 ，融入血脉、植入灵

魂，加强党性锤炼，坚定理想信念，把旗

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

方面、全过程。要争当本领过硬的“实

干家”，自觉把加强理论武装作为终身

课题，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钻 研 纪 检 监 察 业 务 知

识，厚实理论功底，经常反思检视、总结

提高 ，持续发扬斗争精神 ，在监督执纪

执法一线攻坚克难、实干担当。要争当

作风建设的“排头兵”，将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严守纪律规

矩 ，规范“八小时外”行为 ，净化社交圈

层 ，培养健康生活情趣 ，始终做到一身

正气、一尘不染 ，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

纪检监察铁军本色。（张小龙 权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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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搞家庭式腐败”“纵容默许亲属

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一段时

间以来 ，在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党纪

政务处分通报中，不时能见到类似表述。

一些党员干部颠倒了公私、混淆了是非、

模糊了义利、放纵了亲情，把为人民群众

“大家”服务的公权力拿来为“小家”谋取

非法利益。严是爱 ，松是害。身为党员

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要求亲属子女，筑牢

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 ，以清廉家风涵养

党风政风。

　　现实表明，家风不正、家风败坏往往

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走向违纪违法的“助

推 剂 ”。 夫 妻 联 手、父 子 上 阵、兄 弟 串

通……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 ，一

些党员领导干部既没有管好自己 ，也没

有管好家人。有的利用“一家两制”搞新

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用市场活动表象掩

藏腐败行为；有的纵容、默许配偶和子女

插手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等事项，索取收

受巨额财物，上演“家族式腐败”；还有的

公私颠倒，利用职务职权便利大搞“裙带

关系”“近亲繁殖”，破坏政治生态……无

论手段如何花样翻新 ，其本质都是用公

权换私利，最终难逃纪法惩处。

　　“全家腐、全家覆”的血泪教训历历

在目，“一人不廉、全家不圆”的道理也常

常提起。为何总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因

为 家 风 不 正、治 家 不 严 诱 发 腐 败 问 题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树立正确亲

情观 ，没有过好亲情关。有的被亲情裹

挟，逐渐失去应有的原则和底线；有的认

为工作繁忙，对家庭有所亏欠，就利用手

中的公权力予以“补偿”；更有甚者受“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糟粕影响……

不能正确认识什么是对家人真正的爱 ，

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严与爱的关系，既

酿成家庭悲剧，也影响社会风气。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

党员领导干部在所在地区和部门是“关

键少数”，在家庭中往往也是“主心骨”，营造良好家风、筑牢家庭廉

洁防线尤为重要。家风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家庭成员的行为选择。党员领导干部行端影

正、律己以严，身边人也会深受感染，自觉向上向善；相反，党员领导

干部漠视纪法、胡作非为，亲属难免有样学样、同入歧途。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不仅要以“检身若不及”的自觉管好自

己，也要以“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警戒，管好亲属和子女。从自

我约束角度看，要自重自警、慎独慎微，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

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从家庭建设角度看，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对亲属和子女多提醒几句、多唠叨一些，教之以至理、严之

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坚决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坚决防

止 子 女 打 着 自 己 的 旗 号 非 法 牟 利 ，坚 决 防 止 身 边 人 把 自 己“拉 下

水”。

　　近年来，不少地方持续创新形式、开掘资源，教育引导党员领

导干部带头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筑牢拒腐防变的家庭防线。无论

是因地制宜，宣传当地清官廉吏、历史名人、革命先辈的良好家

风；还是将家风建设作为谈心谈话、监督检查、巡视巡察的重点内

容；或是用好反面典型案例，促使警示教育对象警钟长鸣、引以为

戒……一系列务实举措进一步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家风建设

的重要性，持续营造崇尚奉献、廉洁、勤俭的良好家风。

　　古人说，“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

也。”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风家教，传布至今的《颜氏家训》《朱

子家训》在教育子孙后代勤读诗书、孝悌忠信的同时，也有诸多清

正廉洁方面的训诫。时移世易，重家教、严家规、正家风的价值观

念从未过时。切实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督促亲属子女走正

路、行正道，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在正确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才

是对家人真正的关爱。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以 大 数 据 信 息 化 赋 能 ，提 升 监 督 执 纪 执 法 质 效！

　　                    （来源：啄木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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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迭部讯 近年来，

迭部县纪委监委持续聚焦

中央和省、州、县重点整治

项目，精准监督检查、助推

问题整改、深化以巡促治，

以 强 有 力 的 监 督 执 纪 问

责，应急难呼声、解百姓难

题 ，推动群腐重点整治项

目取得实效 ，切实让人民

群众可感可及。

  精准监督。“请提供一下

你们学校落实校长陪餐制

台账、食材采购发票。”在

全县校园食品安全及膳食

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后 ，迭

部县纪委监委立即联合各

成员单位 ，对专项行动进

行联合大督查3批次，督促

教育局牵头市场监管等部

门开展行业监督检查2 批

次，督查场所29处（覆盖全

县各学校、民办幼儿园、托

管机构），监督检查共发现

各类问题4 1 条 ，督促并整

改问题4 1 条 ，下发整改通

知书1份，在官方微信公众

号“微观迭部”发布校园食

品安全红黑榜1期，受理问

题线索2条，以精准监督检

查 守 护 师 生 舌 尖 上 的

安全。

　　推动整改。民生问题

点多面广，如何找准“小切

口”，迭部县纪委监委紧盯

为民办实事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 ，适时组织召

开集中整治重点整治项目

监督工作调度会 ，研究超

常规推进举措 ，结合专项

督查、明察暗访、专项巡察

等工作，深入基层，了解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对“下

沉”发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督促各牵头部门

对号入座，扛牢扛实主体责任和行业整改责

任。今年来，开展检查督导20余次，助推解决

或 整 改 问 题 1 6 条 ，用 心 用 情 用 力 办 好 民 生

实事。

　 　 深 化 促 治。针 对 巡 视 巡 察 整 改 短 板 弱

项，迭部县纪委监委清单化、台账式管理巡视

巡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 ，充分发挥“室、组、

地”监督优势，突出把巡视巡察整改列入政治

监督内容，对标整改时间表和“线路图”，凝聚

监督合力、提升监督质效。截至目前，共开展

巡视巡察整改监督检查13次，督促完成反馈

问题整改率达9 5 % ，已巡党组织“立改废”相

关制度8条，进一步强化成果运用，深化以巡

促 治 ，推 动 整 改 工 作 从“ 当 下 改 ”到“ 长 久

立”。    （姜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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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说 廉 语

　 作吏爱令名，赋畀毋乃迂？
　 金钱若夜来，奚由逭殛诛？
　 三载食膏脂，相报惟区区。
　 浩然拂衣去，欲去还踌躇。

　 反顾鸠鹄残，羊皮不蔽肤。
　 求索多意外，能无宽征输。
　 得罪诚所甘，但愿汝欢愉。
　 悲风吹出关，犹自立须臾。

解 组 后 别 安 定 父 老
明 末 清 初· 许许 珌珌

◎廖海洋

　　许珌（1614年-1671年），字天玉，号铁堂，福

建闽侯人，清康熙时《安定县志》和民国时《闽侯

县志》《福建通志》中有他的传记。许珌在明末中

了举人，清康熙四年，被授予甘肃安定知县，从此

与甘肃结缘，直到客死定西。在安定的三年知县生

涯中，年过半百的他由于经历过朝代更迭和宦途坎

坷，对社会民生有深刻的认识，对下层民众怀有深

切 的 同 情 ， 因 此 他 为 民 务 实 ， 轻 徭 薄 赋 ， 抗 旱 赈

灾，重教兴学，清廉自守。

　　清朝时安定县号称“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许珌体

恤百姓，多次为民请命，向朝廷呼吁减免当地百姓赋

税，由此触怒朝廷而被免职。罢官后的他穷困潦倒 ，

只能卖字画为生。

　　当时，许珌以诗名世，得到同时代的诗坛领袖王

渔洋的称赏。他去世后，清廉的官声盖住了诗名，被

誉为一代廉吏。乾隆时期甘肃著名诗人吴镇为他编

辑出版了诗集。安定县建有许公祠，35 0年来祭祀不

衰。近年来定西市又编排了秦腔历史剧《许铁堂》，许

铁堂纪念馆成为甘肃省纪委监委命名的全省廉政教

育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闽侯县他也大有声名，受到

桑梓人民的景仰。

　　许珌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坚定的廉洁操守值得后

世发扬传承。这从他的这首诗中可以窥见一斑。从

标题看，诗是他在被解除职务、收缴大印（解组）之后

与安定父老告别时写的。他说，我作为一位朝廷官员

很爱惜名声，只是我的秉性是不是太过迂腐了，以至

难以适应现实而被免职。作者在此刻的反思并非是

在后悔自己的做法，而是一种自嘲。第二句作者暗用

了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拒贿的典故，透露出

许珌“慎独”的思想，不会因为外界监督不到就放纵自

己。第三句进一步反思，当了三年的知县，我拿到的

俸禄都是民脂民膏，而对当地的贡献却很有限。即使

到了被罢免的地步，许珌依然是“三省吾身”，从自身

找不足，这是非常可贵的。后面他接着说，我现在坦

荡离开，但是又有些踌躇不安，因为常常看到百姓形

容枯槁、衣不蔽体。官方的索取经常超出法定范围 ，

我争取无果，再有何办法能为你们有所减免呢？我心

甘情愿接受惩处，但愿将来的继任者能够体谅地方民

情 ，让你们负担减轻 ，舒心一点。寒风吹起 ，我将 出

发，心绪依然徘徊不定。

　　读诗至此，油然记起屈原的千古名句“长太息以

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又想起杜甫的千古名句“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应该说，许珌

此诗流露的亲民、博爱的情怀，与这两位前贤是完全

一致的。

　　厚植人民情怀、永葆为民初心，常修从政之德、常

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 ，3 5 0 年前的这位地方官

员，在其身后树立起了一座令人敬仰的丰碑。许珌生

前的遗憾已然得到弥补，他最终活在了人民心中。诗

以赞之：

　　铮铮铁骨气堂堂，洒下悯农泪两行。

　　纵是罢官公道在，赢得黎庶颂甘棠。

一 代 廉 吏 许 铁 堂 　　“出差期间利用双休日自费在当地景点旅游，算不算违

纪？”

　　这个问题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经常会遇到的普遍性问

题，由于涉及大家的具体利益，如果把握不准，很容易引发意

见和误解。

　　判断是否违纪，最关键的是要厘清公和私的界限，区分

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要看有没有以公谋私的情况。有的公职人员借出

差为名趁机旅游的动机很明显，采取打提前量或者延迟返回

的办法搭车自费旅游。比如，故意把公务行程安排在周五，

以便周六、周日自费旅游。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没有影响公务

而且没有使用公款，实际上还是利用公务出差之便谋得自己

旅游之私。如果有证据表明是以公谋私，且有意为之，则构

成违纪。

　　第二要看有没有因私损公的情况。有的公职人员通过

压缩或者改变公务行程来达到旅游的目的 ，尽管是自费旅

游，没有花公家的钱，但是却影响了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

这显然构成违纪，也比较容易辨别。

　　第三要看有没有公报私费的情况。有的公职人员虽然

没有报销景区门票等游玩费用，但是却报销了旅游这段时间

的伙食、住宿、出差补助等费用，这显然也构成违纪。

　　公务出差期间，在没有影响正常公务的情况下，利用个

人休息时间，经领导同意，自行前往、自费参观一下当地的旅

游 景 点 ，没 有 产 生 什 么 不 良 影 响 ，这 种 情 况 不 应 视 作 违 纪

行为。

　　公私容易混淆的部分最容易出现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

地带 ，而违纪往往是从公私不分开始的。面对公和私的考

验，任何时候都应该慎之又慎，保持清醒。

             （据中国方正出版社）

纪法课堂

  公职人员出差期间利用双休日自

费在当地景点旅游，算不算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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