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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省纪委监委将节日期间纠治“四风”
监督检查发现的涉嫌违纪问题线索进行交办
督办，并将其中6起典型问题予以通报。

通报强调，2022年元旦在即、春节将近，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模范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坚决抵制
铺张浪费、奢侈挥霍，坚持勤俭文明过节，倡导
良好社会风尚。

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纵观大大小小的案
发贪官，他们的腐败都是从小到大，最后一发
不可收的。很多是因为节日放松警觉，被“礼尚
往来”的腐败所麻醉。

据有关部门调查，70%至80%的贪官有在
节假日收礼受贿的记录。“节日腐败”虽发生
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它的危害却不可小觑。如
何才能铲除这一危害党风政风、危害社会的
毒瘤呢？

要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节日腐
败”是日常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腐败是权力缺
乏监督的副产品。因此，遏制“节日腐败”就是要
着重解决监督机制的问题，逐步健全完善党内
外监督、上下级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
监督、部门监督等监督机制，用健全完善的监督
制约机制来遏制“节日腐败”。各地各部门、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在节日期间应集中开展专项检
查，多深入实际搞明察暗访，对顶风违纪者要依

法依纪严肃查处。对查处的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大造声势，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

要加大教育力度，筑牢思想防线。解决“节
日腐败”问题，最重要的是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
观。由于“节日礼节”带来的腐败问题比平时更
具隐蔽性，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有更强的“免疫
力”，具体应做到“三防”：一是防“松弦”，拒腐防
变之“弦”一刻也松不得，节假日尤为要紧；二是
防侥幸，不要认为收点拿点神不知鬼不觉，对于
那些超出正常往来范围的人借拜年送来的“红
包”，第一次就要果断地拒之门外；三是防盲从，
不能盲目攀比，认为上级能收我的礼，我也能收
下级的礼；其他人能收，我也能收。

每逢佳节倍思“清”。执纪执法机关应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条例，高举执纪执法

“利器”——一案双查，多管齐下，行贿、受贿一
起抓，坚决遏制“节日腐败”的蔓延。

（作者单位：邵东市城区三小）

每逢佳节倍思“清”
罗立志

金牛辞岁，玉虎迎春。今年是中华传统生
肖中的虎年。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老
虎”这个话题。

古人云：怒吼千山震，一鸣百兽惊。在国
人的心目中，老虎是强壮、威武的象征，也是
代表吉祥与平安的瑞兽。古往今来留下了无
数关于虎的传说。相传在远古时候，十二生肖
中没有老虎的席位，只有狮子。由于狮子的性
情刚烈，脾气凶残，把名声搞坏了。于是，玉帝
决定将狮子除名，让殿前的老虎补了进来。不
久后，人间的走兽纷纷开始作乱，玉帝只得让
老虎去人间镇压。老虎要求每胜一次，就要给
自己立一功。玉帝欣然答应。老虎来到人间，
了解到狮子、野猪和狗熊是当时最厉害的三
种动物。它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高超的武艺，
接连打败了狮子、野猪和狗熊。老虎回到天宫
后，玉帝因它连胜三仗，便用朱红大笔在它的
额头上划下了三道红杠，说这是给它记功的

标记。不久，东海龟怪带着虾兵蟹将又骚扰人
间，大地一片汪洋。这时，老虎又奉玉帝圣旨
下凡打死了龟怪。玉帝特别高兴，又给老虎记
功一次，提起朱红大笔又在老虎的额头上深
深划了一竖。于是，老虎的前额上就留下了一
个醒目而又威风的“王”字。

由于虎的形象威风凛凛，因此自古以来就
被作为军人的勇敢和坚强的象征，如虎将、虎
臣、虎士等。古代调兵遣将的兵符上面就用黄
金刻上一只老虎，称为虎符。在文字、语言、诗
歌、小说、雕塑、绘画、戏曲、民俗，以及更为广
泛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儿歌等传统文化的
各个领域中，虎的形象无所不在，成为中华文
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虎的成语为数不
少，且多为正面。比如“生龙活虎”“龙腾虎跃”

“藏龙卧虎”“虎头虎脑”“将门虎子”“如龙似
虎”“如虎添翼”等成语。有关“虎”的诗句读来
也兴味盎然。如唐代诗人张籍的《猛虎行》：“南

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向晚一身当
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廖廖几笔刻画了老虎
的威风凛凛和不可一世；再如一代伟人毛泽东
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
慨而慷。”毛主席在诗中，将百万雄师比如成

“猛虎”和“飞龙”，表达了解放全中国的必胜决
心。此外，关于“虎”的对联故事比比皆是，很能
打动人心。大家耳熟能详的“囍”字就来源于

“虎联”。传说大文豪王安石年轻时赴京赶考，
路经一大户人家悬联招婿：走马灯，灯走马，灯
熄马停步。他一时愧难对出，便默记于心中，连
夜赶赴京城。谁知主考官却以随风飘扬的“飞
虎旗”为题出对：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
王安石看了，灵机一动，便以“招亲联”答出。主
考官拍案叫绝，王安石得中进士。就在他回家
再路过那大户人家时，发现对联仍然无人对
出。他便以“主考官联”答出，被招为快婿。洞房
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副虎联，成全了王安石
两大喜事，不由挥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囍”
字，贴于门上，一直流传至今。

壬寅虎年，虎虎生威。虎代表的是勇猛、威
武、正义，必将为我们2022年新年带来强盛不
衰、欣欣向荣、祥瑞和谐的吉祥祝福。

（作者单位：牛马司矿业公司）

虎 年 说 虎
唐亚军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有人慨叹，春节期间，
应酬琐事缠身，迎来送往不断，走亲访友太累，
各种开销太大。名为过年，实则过“劫”。

殊不知，过春节，过的是心态，关键在于你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过”。方式选对了，心态调
好了，这“年”过起来自然轻松愉悦，不亦乐乎。

无论亲人、朋友，还是战友、同事、同学，相
互之间，或当面、或打电话、发短信，拜个年，道
声平安，祝愿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亲
切的问候，即使天涯亦若比邻。岂不乐哉！

全家聚餐，男女老幼，几阵欢声笑语，几番
觥筹交错，美酒佳肴，各取所需，量力而行，没有
虚情之寒暄，尽是真意之相劝，感到踏实、心宽、
圆满，顿觉其乐融融。

守在电视机前，欣赏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
节目，歌声、舞曲、相声、小品，令人激动、捧腹之
余，又真切地感受到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喜
悦。让人感受生在华夏之美！

趁着长假，拜访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问个
好，叙叙旧，进行心灵交流，更有相互勉励，觉得
彼此心心相印，友谊之花常开不败。感受友情长
在之乐！

假日得宽馀，出闹市到郊外，沿河畔散散
步，吸纳新鲜空气，舒展四肢，放松身躯，继而，
仰望蓝天白云，不禁大有心旷神怡之感。

茶余饭后，兴致上来，听听古乐《高山流
水》《梅花三弄》《雪山春晓》，再听听贝多芬的
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则顿觉生活五光十色，
妙不可言。

抽时间，读点书，尤其读那本长期以来想读
而未读的书，竟发现，那书妙语连珠，朗朗上口，
启人心智，不由心生“相见恨晚”之感。

假日嘛，当以休息为主，为有效恢复体力、
精力，每天，足足睡够八个小时，甚至任由“自然
醒”，既体会到“春眠不觉晓”之佳境，又较好地
避免了“节后综合征”的发生。

最后，别忘了“一年之计在于春”。除旧布新
之际，对个人工作、学习和生活盘个点，总结得
失，筹划未来，感到前进步子稳健，努力方向明
确，抖一身虎威，创一番业绩。这样，你自然会感
觉到，这年过得轻松愉悦而富有意义。

（作者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调整心态好过年
刘克勤

春节临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成了各地当
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走访慰问，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帮助人民群众解难纾困
的“暖心工程”。各级党组织应高度重视，把走
访慰问作为转变作风、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重要抓手，避免出现“走形”“走样”的
不良现象，确保走访慰问走心走实。

走入群众心里，切忌“走马观花”。“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走访慰问从来不是“冷冰冰”的
盘问式、教条式交流。在开展走访慰问前，要先
做足走访准备工作，审定走访慰问对象档案，
及时做好动态更新，避免“大水漫灌”，坚决杜
绝优亲厚友、多头重复走访慰问等现象，使真
正需要帮助的群众成为慰问对象。走访慰问
时，不能“走马观花”，出现“慰”多“问”少或者
只“慰”不“问”的情况，导致“暖心”变成“闹
心”、“走访”变成“走秀”。要带着一颗滚烫的

“热心”走到被慰问者家里，与困难群众坐在同
一条板凳上，面对面交朋友、唠家常，心连心认
亲戚、说实情，多看看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
是否存在问题，多问问他们的“急难愁盼”是否

解决，多听听他们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通过心
与心的交流，第一时间捕捉困难群众言谈举止
之间“小细节”、读懂群众话里话外的“小心
思”、察觉群众难以言表的“小烦恼”，做到察言
观色、倾听民声，既注重物质上的关怀，也注重
精神上的关怀，用真心换真情、用真情暖人心。

走出实际成效，不可“一走了之”。“岁月不
居当初心依旧，为民情怀当抱朴为心”，走访慰
问不是“一走了之”的作秀。走访是前提，慰问
是形式，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才是最终目
的。要做好情况摸底，认真分析困难群众的致
困原因，精准掌握走访慰问对象的困难诉求，
在政策范围内，精心准备走访慰问礼品，避免
千篇一律简单化地送油、送米、送钱，要做好

“量体裁衣”式的慰问。以百姓心为心，主动了
解被慰问者的具体需求、实际困难，找到问题
的症结所在，主动从群众的视角看待问题、研

究对策，解决好困难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做到有的放矢。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听
清声音、看清困难、摸清需求，建好走访慰问的
台账，把慰问对象关心的“心头事”当成雪中送
炭的“要紧事”持续精准帮助。要充分释放“慰
问一人、温暖一户、示范一片”的走访慰问“溢
出效应”，激发党员干部争当贯彻执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推动者和示范者。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民
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走访慰问送去的是党
的温暖和关心，带回的是群众的信任和诉求。
各级党组织不仅要做好岁末年初的走访慰问，
更要注重加强与慰问对象的日常联系，通过回
访关心其问题解决情况，挂牌督办、责任到人，
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毕竟，走访慰问
不能局限于节日，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慰问走访莫“走样”
沈 林

农历新年进入倒计时，在外务工朋友“去哪
里过年”的问题又牵动着大家的心。面对国内一
些地方疫情反复的现状，居安思危，“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任务依然严峻迫切。我国各地实施
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提倡非必要不返乡，还通
过发放补贴、消费券、提供免费停车等方式，倡
导民众安心就地过年。

倡导就地过年可以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
把病毒传播和疫情反弹的风险降到最低。作为
一种倡导，要得到民众的响应，还需要给就地过
年的民众以更多关怀。就地过年并不是不过年。
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有关部门、企业和社会
各界都要关心、帮助就地过年人员，使他们安
心、舒心、欢心。要保障好节日期间社会运转安
全有序，物资供应充足丰富，物价平稳；要保障
好优秀文化娱乐产品的供应，使人们足不出户
就能收看丰富多彩的影视娱乐节目；要保障好
就地过年家庭和人员的电话和网络畅通，使他
们随时随地都能给老家的家人亲友拜年，与他
们“欢聚在云端”。就地过年人员所在单位也
应该提供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力所能及地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困难，提供精神和情感支持，使他
们切实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让他们的春节过
得丰富有趣味。

春节是一个关于家的节日，家人安康、家园
安宁，是我们最大的新年愿望。就地过年，正是
为了实现这个新年愿望而做出的切实行动，是
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平安健康年。每一位公
民都有义务配合防疫工作，并用实际行动去影
响和温暖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共同营造“人人支
持疫情防控，众志成城守护国泰民安”的氛围，
让大家都过上温暖的平安年。

让就地过年充满温度
鲁庸兴

过 年

春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