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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新春，年味渐浓。喜庆祥和
中，透着一种清新气息——各级纪
检监察部门通过手机短信或其他方
式，层层下发通知，重申党规党纪，
进行温馨提示，倡导廉洁过年。

应该说，近几年来，这样的场景
已成惯例。通过严谨细致地早提醒、
早预防，严肃认真地抓细节、抓具
体，与节日相关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现象有了很大改观。受此影响，不少
饭店、商场也开始主打实惠亲民，豪
华宴席高档礼品不再时兴，攀比挥
霍的也明显少了……但毋庸讳言，
打着礼尚往来幌子，借拜年之机搞
不正之风的“腐拜”现象并未完全绝
迹，稍有放松，就会出现“回头浪”

“反弹潮”。也正因为这样，纪检监察
部门总是在各种节日期间三令五

申，反复提醒：反腐倡廉贵坚持，恪
守清廉好过年。

可能有人会觉得，逢年过节送点
礼，答谢某部门某领导的关心厚爱，自
古皆然，这是中国习俗和文化，也是人
之常情。然而，这种观点很具有迷惑
性，大多收受礼金礼品的官员也多以
为理所当然，师出有名，受之无愧。其
实不然！中国固然有悠久的送礼习俗，
但亦有明确的送礼规则和廉政传统。

《礼记》说：“礼者，理也。”礼物，最初作
为“礼”中之物，从形式上说，要符合一
定的礼节；从内涵上讲，要符合一定的
道理。有些官员所谓“放松了警惕”，其
实是忘记了“礼”与“理”之间的关系。

百姓过“年关”，干部过“廉关”，
节日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人心世
态、人品官德。涉及公权力的非正常

送礼，是提升百姓送礼成本、制造不
正常送礼风气的主要推手。为了让
百姓过一个幸福快乐、俭朴节约的
春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
须时刻牢记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切实加强自身道德约束
和修养，自觉远离酒席的喧嚣、摆脱
人情的困扰，怀着爱民、为民之心，
用自己的真情实意，走出机关大院，
深入百姓中间，利用春节走亲访友
的机会，多与百姓互动，多了解社情
民意，少些迎来送往，多些关切陪
伴；少些推杯换盏，多些民俗清香。
让“廉味”伴着年味，风清气正，情意
浓浓，让廉洁的“新常态”承载起一
个传统节日的欢愉。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退休干部）

恪 守 清 廉 好 过 年
刘克勤

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 以优良作风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决
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二十大
报告发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
战持久战的动员令，二十届中央纪委
就此做出重要部署。令出惟行，通过
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生动实践，窥
斑见豹：一些党员干部受组织培育多
年，经历过各种困难环境的考验，但
在现实利益围猎的考验面前守不住
底线，在法纪约束面前铤而走险，在
优越的生活环境条件下肆意索取，最
终走上堕落沦陷的道路。其深层次原
因主要是纪律法律意识淡薄，私欲膨
胀，在诱惑面前越“红线”、越“雷池”，
最终掉进“陷阱”。

剖析一些案例，当事人腐化堕
落，无不从忽视自身修养、思想道德
严重滑坡开始。由于理想信念的动
摇，逐渐丢失应有的精神追求，对追
求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等是非
观念颠倒。由于党性观念的淡化，丧
失了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本色，心
中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肆意挥霍
组织赋予的权力。由于道德品质的
滑坡，丢失了为官做人的基本准则，
把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放在一边，沉迷于权、钱、
色等低级趣味。思想道德决定一个
人的日常品行，思想道德的滑坡是
最根本最可怕的滑坡。能力素质的
差距，通过一定周期的努力积累可
以解决，但思想道德的差距，要想弥
补却非终身实践、始终如一不可。古
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

的修身放在首位，说明加强自身修
养是第一位的。对党员干部来讲，更
应当时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
自觉把思想道德修养作为终身课题
抓紧抓实抓好，始终保持纯洁向上
的精神追求，注重经常反省自身存
在的问题，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是非观和权力观，在思想道
德上切实把防线筑牢、让组织放心。

反思一些案例，戒惧之心的缺
失，是当事人走上腐化堕落的一个重
要原因。明知法有规定不可为，偏要
心存侥幸徇私舞弊，明知触犯法纪要
受惩罚，偏要自作聪明以身试法，在
法规法纪面前毫无戒惧、胆大妄为，
对法规法纪没有丝毫的戒惧之意、敬
畏之心。缺少这种戒惧之心，心无所
惧就会为所欲为，最终走上违法违纪
道路身败名裂是必然！做人做事，应
有所畏有所不畏。不畏，就是应当对
正确的事情，敢于坚持，勇于实践，不
畏困难，不畏阻力，不畏辛劳。畏，就
是应当对错误的事情，畏惧法纪的约
束，畏惧工作的失责，畏惧群众的口
碑，畏惧处罚的后果。只有心中保持

“有所畏有所不畏”这杆秤，保持对法
纪的基本戒惧感，才能对“什么可以
做、什么不可以做”有清醒的认识和
自觉的行动。作为党员干部，应当自
觉强化戒惧之心，坚持有所畏有所不
畏，不因职务是否晋升而松懈，不因
身份有别而特殊化，不因环境变迁而
淡化敬畏之心，自觉在知法守法、遵
章守纪上作好表率。

欲望是万恶之源。纵观案例中
当事人，他们原本都有着较高的职
务、舒适的环境条件和美满的家庭
生活，按道理应当知足，珍惜现有生
活、严格自省自律。但由于管不住自
己欲望的膨胀，经受不住各种诱惑
的考验，过度地追求权力、金钱、美
色，最终名毁、家破、人亡，追悔莫
及、令人叹息。一个不注重克制自己
欲望的人，心境这块田地就会野草
丛生、疯狂滋长，眼中只有物质利
益、恣意追逐，只会在私欲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每个人都有欲望，在一定
程度上讲，欲望能成为个人实现成
长进步的重要动力。它是正能量还
是负能量，关键取决于我们追求什
么，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去追
求。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任由自己
的欲望膨胀，一味地热衷追求名、
权、钱、色，把自己的欲望建立在损
人利己、损公肥私上，眼睛里必然只
有个人利益，行为上必然走上错误
的道路。作为党员干部，应当做到克
己，善于管住自己的欲望，对生活常
怀感恩之心，对名利常除贪欲之害，
对诱惑常清非分之想，正确对待利
益、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自己，
始终保持清心寡欲、严于自律的心
境和取向，时刻紧绷纪律红线，做一
个清澈纯粹的人。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
军事学博士）

逾越“红线”陷阱深
鲁闻恋

有一则寓言，说是有位书生准
备进京赶考，路过鱼塘时正巧碰到
渔夫钓了一条大鱼。便问渔夫是如
何钓到大鱼的。渔夫得意地说，这当
然需要一些技巧。刚开始，用蚯蚓作
饵，因鱼饵太小，它根本不理我。于
是，我就把鱼饵换成一坨鸡肉，不一
会儿，大鱼就上钩了。书生听后，感
叹说，鱼啊，鱼啊，塘里小鱼小虾这
么多，你一辈子都吃不完，你却挡不
住诱惑，偏要去吃渔夫送上门的大
饵，可说是因贪欲而死啊！

渔夫钓鱼的故事说明鱼的愚不
可及。但细想，人不也常常犯这样的
错误吗？

近几年来，媒体经常披露一些
领导干部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而
被捕入狱的消息。这些人的犯罪，并
非一开始就贪财好利，而是为官以
后，巴结的人多了，处处提供方便借
机笼络感情的人多了，送礼行贿进
行“投资”的人也多了，这个时候，放
松了自我要求，放松世界观的改造，
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导致私欲恶
性膨胀。这些人正像塘里的鱼一样，
鼠目寸光，被大饵所诱而不能自拔，
继而坠入万丈深渊，最终落得个身
败名裂的下场。

欲望人人皆有，求之并不为过。
问题是，人的欲望的满足，又是生命
消耗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效
地节制欲望，是构建和升华生命、延
伸和拓展生命长度的必由之路。在现
实生活中，功名利禄在一些人的心目
中颇有吸引力。从古至今，有多少人
为此追逐争斗。得势者固然有之，但
也有不少人因此犯了糊涂。只有跳出
名利诱惑，才能超然物外，潇潇洒洒。

元朝时期的小云石海涯便是其
中之一。小云石海涯出身于重臣之
家，能文能武。元仁宗继位后，任命

他担任国史编修等职。那时，朝廷腐
败，仕途艰险，官场的黑暗使小云石
海涯大失所望。1314 年，他以生病
为由辞官隐退，以卖药为生。一天，
他在杭州街头挂起一条布幌，上书

“第一人间快活丸”。人们纷纷跑来
买药，他却摊开两手，哈哈大笑。买
药的人明白了“快活丸”的奥妙，也
哈哈大笑而去。

老子说得好：“见欲而止为德。”
邪生于无禁，欲生于无度。一些地方
频频出现的职务犯罪低龄化现象警
示我们，腐败不分年龄大小、职务高
低。党员干部忘记了世界观改造，忘
记了清正廉洁，忘记了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难免产生邪心恶念，而“疾
小不加诊，浸淫将遍身”，到头来必
然出大事，栽跟头，为世人所唾弃。

清代陈伯崖写的对联中有这样
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这里说
的“无求”，是告诫人们要摆脱功名
利禄的羁绊和低级趣味的困扰。有
所不求才能有所追求，这正是这句
对联所反映的辩证法思想。人生在
世，不能离开名利，但对这些身外之
物，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保持一
定的警觉。一个人只有抛开私心杂
念，砸掉套在脚上的镣铐，心地才能
宽阔，步履才能轻松，才能卓有成效
地干出一番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清
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作为
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要常怀律己之
心，常思贪欲之害，牢记清廉是福、
贪欲是祸，在“自我加压、自我警醒、
自我革新”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不
搞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钱权交易等
不正之风，始终做到以国家和人民
的利益为重。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常 怀 律 己 之 心
常 思 贪 欲 之 害

刘仕斌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刻
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障党的
二十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三不
腐”，需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瞄准权力寻租、索拿卡要、家族串联

“三目标”，警惕领导、家族、同事“三
只手”，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
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瞄准权力寻租问题，警惕领导
“伸手”。一体推进“三不腐”，重点在
于瞄准权力寻租这个“目标”。“关键
少数”要铭记“人情里面有原则、交
往之中有纪律”，管好自己的“社交
圈”“生活圈”“朋友圈”。要运用“一
尘不染”换取“一身轻松”，不仅要查
找“三重一大”等文件精神贯彻落实
方面的短板，还要调查为民务实清
廉具体情况。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在基层一线考察党员干部实绩，凡
是发现有借工作之便捞取好处的，
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介入，该警示
的警示，该立案的立案，该处理的处
理。对误入财色歧途者，一经发现严
惩不贷，真正看紧盯牢让领导干部

“不伸手”。
瞄准索拿卡要问题，警惕同事

“伸手”。一体推进“三不腐”，应盯紧
索拿卡要这个“病灶”。要地毯式排
查工作人员在项目建设、结对帮扶、
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违
规违纪问题。审计、纪检监察机关要
完善各项监管机制，不给投机取巧
者以可乘之机，不让违法乱纪者从

漏洞逃之夭夭。要推动“关键少数”
管好“绝大多数”，以零容忍态度打
早打小，严惩各种违法乱纪问题，确
保党员干部在规矩面前“没有特殊，
人人平等”。特别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仍不收敛不收手的，纪检监察机关
要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真正
看紧盯牢同事“不伸手”。

瞄准家族利益输送问题，警惕
亲属“伸手”。一体推进“三不腐”，还
要瞄准家族利益输送这个问题。要
一以贯之管好“关键少数”的家人和
亲戚，正确行使公权力，始终挂起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
则滔天”的“家庭警示牌”，坚决杜绝

“亲而不清”的亲情关系。因为，倘若
与清廉相背，底线迟早会失守，也连
累亲人家破人散、“家将不家”。唯有
带领亲人认清“温水煮青蛙”的陷
阱、算清贪污腐败的“新旧账”，划清
习俗礼节与纪律法规的边界红线，
堵住迎来送往的邪门歪道，让行贿
者无机可寻，让受贿者无法得逞，才
能真正看紧盯牢亲属“不伸手”。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
依然艰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重点在于警惕“三只
手”，关键在于坚持“三不腐”同时发
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真正把遵规守纪内化为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警 惕“ 三 只 手 ”
胡南春

水何澹澹 廖永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