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领悟周刊
审稿：宁煜 责编：羊长发 版式：严立 总检：尹一冰2024年5月31日 星期五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根基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人民网发布
《从“小家”到“大国”：习近平引领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读后深受教益。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不同场合数十次
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作出重要论述。从
2013年10月31日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强调发挥妇女在弘扬中
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
特作用，到今年1月8日在二十届中纪委三
次全会上讲话指出“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反复强调家风，2021年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门编辑了《习近平
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
书，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5日至
2020年12月28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
说明、答问等 60 多篇重要文献，分 7 个专
题，共计107段论述。这些论述立意高远，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充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为新时
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概
括起来有以下核心观点。

家风认识论。阐述了家庭家教和家风
的重要性。家庭家教既关系到个人，“家庭
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
人；”（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
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家庭是社会的

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2015年
春节团拜会），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庭是社会的细
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
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千家万户都
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家庭是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
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
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家风家教是一个
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
的遗产”。

家风关系论。一是论述了家风与社会
风气的关系，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
部分。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
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
气。二是家风与党风政风的关系，领导干部
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
风政风。领导干部有好的家风就会以其特
有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带动广大党员、干部
和群众保持良好的家风，千千万万个家庭
的风气好了，就会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好
转，促进形成好的政风。三是论述了家风与
领导干部作风的关系，“领导干部的家风是
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家风建设论。如何建设家风？习近平总
书记从三个方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一是
要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帮助孩子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
台阶。“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我们
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引导广
大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
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
风尚”。二是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
要位置，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
前辈的红色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习近
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 月 12 日十八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
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
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
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三是各级党委
（党组）要把家风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
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定期检查的明确要
求。进入新时代，家风建设已成为全面从严
治党的新抓手。

这些观点，既有对家风的深刻认识，也
有对领导干部抓好家风的要求，更提出对
各级党委(党组)的具体任务，是我们搞好
家庭文明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加强廉政
建设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
的重要指南。党员、干部要做家风建设的表
率，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好家风涵养好作风
肖坤洗

《西游记》中有个场景，孙悟空去化斋
前给师父和师弟三人画了一道防线——

“避魔圈”，告诫他们不要走出圈外便可保
平安，但三人最终越线出圈，结果引来了一
连串的麻烦。“避魔圈”就是底线，一旦坚守
被突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些领导干部
坠入深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无底线、无
所畏惧，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
下场。党员干部须有敬畏之心，行有所止，
严守底线，自觉做到不说出格的话、不做出
格的事，树立自身的好形象。

牢牢守住政治底线，对党忠诚。所谓
“政治底线”，就是党员干部应当遵循的基
本原则、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等。但总有一
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任
人唯亲、排斥异己，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
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搞收买人心、拉票
贿选，搞封官许愿、滥用权力，搞自行其是、
阳奉阴违，搞尾大不掉、妄言妄议。这些都
是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

“政治底线”的体现。古人云，“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党员干部要在日常
工作生活中，认真学习党章、自觉遵守党
章、切实贯彻党章、坚决维护党章，不断对
照党章检查自己，对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始终严守“政治底线”，坚决捍卫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

牢牢守住道德底线，慎独慎微。“将者

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立志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
业。同时，还要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
严守“道德底线”，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反躬内省，勇于天天“照照镜”“洗洗脸”

“扫扫灰”，敢于处处省过自新，常省常新。
多想一想自己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尽心尽力了吗？有没有做有损执
行力、有悖于党员干部职责的事情？与他人
交往是否诚实守信，有没有为人不老实坦
荡、欺骗隐瞒的现象？对作风建设新常态是
否笃信遵守，有没有敷衍应付、阳奉阴违的
行为？坚持从基本道德规范和身边小事做
起，从生活小节、工作细节严起，将道德意
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外化为道德行为，
培育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进
而固化为道德自觉。

牢牢守住清廉底线，严以用权。明代
《官箴》中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
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
敢欺”。东汉太守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
我知”为由拒收一个他曾经提拔过的人送
来的十两黄金。毛泽东同志坚持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爬雪山过草地与战士同吃同住、
共同战斗，抗美援朝送子参军，女儿上学不
准使用公车，从来不搞特殊化，为全党做出
了榜样。周恩来同志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以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亲民爱民的作风

赢得了群众拥护和世界尊重。这些清正廉
洁的故事，非常值得我们每位党员、干部深
思。当前，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
的，但也有少部分人廉洁自律能力和拒腐
防变能力不强，党性修养不足、宗旨意识淡
化，心理失衡、行为失范，在各种诱惑和拉
拢腐蚀面前迷失方向、防线崩溃。所以，要
严守“清廉底线”，戒贪戒欲，心中高悬法律
明镜、手中紧握纪律戒尺。检身正己、常思
不足，以内省之心为思想系上“安全带”、给
行为加装“防护栏”，保持重事业、淡名利的
健康心态，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美色所迷，
不为名利所缚，不为权力所累，耐得住寂
寞、经得起诱惑、顶得住人情、管得住小节。

牢牢守住法纪底线，遵纪守法。从井冈
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始终成为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
取得不断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让遵
法守纪融入党的血脉里，成为共产党人的
政治基因和良好品质。面对各种社会思潮
的冲击，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守住“法纪底
线”，严防诱惑之“微”，杜绝蜕变之“渐”，自
设“防火墙”、自套“紧箍咒”，千万不能越雷
池半步，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因为一个人的

“法纪底线”被突破，往往就是从量变到质
变的开始，从一次宴请、一个红包起，逐渐
发展到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最后成为“阶
下囚”。党员干部要始终想到自己的身份和
职责使命，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
行准则，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
束、提高免疫能力，作遵纪守法的表率。（作
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军事学博士）

守住“四条底线”
鲁闻恋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
就会宽一尺。人的思想防线
不牢，即使法律和制度再完
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
而走险。抓好党纪学习教
育，必须从思想上筑牢拒腐
防变的堤防。

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
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
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
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之所
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
至滑向腐败深渊，归根结底
就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思
想上没了防线、心里头没了
底线、行动中没了红线。只有
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锤炼和培养坚强的革命
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
能不为欲望所惑，不为金钱
所动，不为名利所诱。

要有好的心态。心有所
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
要的是守住内心，保持一个
好心态。要用平常心处事。人
的一生会面临许多“关口”，
名利关、金钱关、美色关、权
力关等等。对这些问题处理

得好，则心气顺，事业兴；处
理不好，则心神不宁，心浮气
躁，影响事业的发展。有了好
的心态，就会自觉做到心无
旁骛，集中精力干事业。要以
平和心待人。尊重群众，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忧群众所
忧，乐群众所乐，真心实意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用平
实心生活。不趋时，不入俗，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执
着追求高雅的精神生活，不
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要心存敬畏。凡善怕者，
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
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
格。心存“敬畏”，既是处事之
道，又是安身立命之本。一个
人对某一事物有敬畏感，就
会谨言慎行，防微杜渐，严格
按章办事；反之，就会放纵自
己，滥用权力，严重的还会身
陷囹圄、身败名裂。只有心存
敬畏，才会“思”而出乎理智、

“言”而有所顾忌、“行”而不
忘法纪。敬畏人民、敬畏组
织、敬畏党纪国法。

（作者单位：市信访局）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防
刘仕斌

如何答好党纪学习教育
这一新考题，广大党员应用

“戒尺”“量尺”“标尺”丈量思
想纯度和行为尺度，找寻守
初心赢民心的“答案”。

铭记党规党纪“戒尺”，
做到“不敢腐”。从“三大纪
律 八 项 注 意 ”到“ 六 条 规
矩”、“八项规定”及《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
下简称《准则》《条例》），再
到2023年修订的《条例》，这
些制度法规是党员的底线
红线，党员干部应时常自我
审视：对党纪知识是否烂熟
于心？是否做到不折不扣遵
守？要以《条例》为行为规
范，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民
主生活、组织生活会、主题
党日等，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还要重温党的光辉
历史，研读党的经典理论，
深刻理解并始终践行。

找准行为规范“量尺”，
确保“不能腐”。“持身如玉，
守规如铁。”《条例》的施行，
既是我党严管厚爱的关键一

招，又是规范党员行为、防止
腐败的“量尺”。我们应反复
自省：对规矩是否有遵崇之
心？能否知行合一、忠贞不
渝？在党纪学习教育大熔炉
中，要主动将自己置于聚光
灯下，多维透视自我，洗尽心
灵尘垢，铲除潜在恶习，确保
在任何风浪中都能明辨是
非、坚守原则，严守纪律，提
升道德修养，做到清正廉洁。

对表立德树人“标尺”，
坚持“不想腐”。静以修身,俭
以养德，立德树人是党员提
升自我、引领风尚的“标尺”，
党员干部要做立德树人的标
杆。常常自问：自身德行与作
风是否经得起群众的检验、
组织的考核？党纪学习教育
的成效，不能仅仅停留在理
论上，而应转化为实际行动。
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勇于自我
革命，做到慎独慎微，自觉净
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
带动身边人共同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风尚。（作者单位：
北塔区委党校）

把好“三尺”
李忠华

无题（漫画）

李志军

榕树下 廖永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