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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加强对“一把手”监督，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全面
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有效防治腐败的现实选择。
在领导干部中，发挥好‘一把手’示范表率作用，对管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增强政治意识和党性修养，倡导和树立良好的家风，主动接受监督，
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做好榜样，正心明道，廉洁自律，永葆共产党
员人政治本色。特编辑有关内容，供大家学习参考。

重要精神

习近平关于对“一把手”监督和注重家风家教建设重要论述

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

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

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许多违纪违法的

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

“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领导干部责任越重

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6 年 1 月 12 日）

要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的针对性、管理的经常性、监督的有效

性，促使各级“一把手”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认真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 年

10 月 27 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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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带头廉洁治家，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 年 1 月

22 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做起。职位越

高越要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敬畏法律、敬畏纪律，

自觉管住自己，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才能担起肩上的重任。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都应该明史知理，不能颠倒了公私、混淆了是非、模糊

了义利、放纵了亲情，要带头树好廉洁自律的“风向标”，推动形成

清正廉洁的党风。要勤于检视心灵、洗涤灵魂，校准价值坐标，坚守

理想信念。要增强政治定力、道德定力，构筑起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要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

决反对特权现象，树立好的家风家规。

——《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7 年 12 月 25

日至 26 日）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必须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必须坚

决捍卫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决听从党中央号令、维护党

中央权威，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必须持

之以恒反对“四风”，必须坚决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必须

注重家风建设、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必须诚恳接受各方

面监督。

——《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 年 10

月 27 日）

（编辑来源：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学习强国）

http://cpc.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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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加强对一把手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为“一

把手”履行主体责任、管住用好“关键少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上级党组织要将管理和监督贯穿领导全过程

《意见》要求，上级党组织综合运用检查指导民主生活会、受理

信访举报、督促问题整改等措施，把下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

作为监督重点，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措施管用、行之有效。

一要自上而下突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政治性。强化

对党忠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践行

“两个维护”情况的监督，强化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监督，强化对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情况的监督。通过调查研究、巡视巡察、检

查考核、谈心谈话等方式，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意识，定期开

展“政治体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要自上而下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执行“一把手”不直接

分管人事、财务、项目的相关要求，防止“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建立健全“一把手”权力清单，凡属“三

重一大”事项的，必须经集体讨论、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并及时公

开，杜绝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现象。三

要自上而下压紧压实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各环节的领导责任。严格落

实“一把手”交流任职制度规定，按照要求有计划地推进干部交流。

将“一把手”述责述廉作为年度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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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领导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和建议，时刻紧绷廉政勤政这根

弦。

增强纪检监察机关专责监督的精准性有效性

对照《意见》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

监督，开展专而有力的监督检查。要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加强对下

级“一把手”的管理，强化选人用人的组织把关，落实上级党组织对

下级党组织的监督责任，把管理和监督寓于实施领导的全过程，坚持

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推进监督工作规范化。要加强对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情况的监督检查，规范领导干部家属从业行为，及时处置投诉举

报，发现问题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会同组

织部门对下级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重点检

查“一把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否态度鲜明，民主生活会是否真

正红脸出汗。要对信访举报情况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对涉及下级“一

把手”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信访举报问题进行专题分析，对社会反

映突出、群众评价较差的领导干部情况及时报告，对一般性问题开展

谈心谈话。要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通过审核整改报告、督办重点问

题等方式，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整改落实到位；完善纪检监察建议提

出、督办、反馈和回访监督机制，对整改问题不及时不到位甚至拒不

整改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典型问题通报曝光。

贯通“两个责任”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发挥自上而下的组织优势和监督效能，是加强党委（党组）对监

督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的必然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必

须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把对“一把手”和

领导班子监督摆在管党治党突出位置，统筹党内各项监督，支持和监

督纪检机关履行监督责任，通过抓好“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要发挥主体责任的牵头抓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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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党委（党

组）与纪检监察机关一道研究细化“两个责任”清单，将党的建设与

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统筹谋划，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

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督促各级“一把手”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做到廉洁自律，层层压实、有效传导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发挥协助职责与监

督专责，正确处理好协助与监督的关系，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

任同时，通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提出意见建议、监督推动决策落实

等方式，协助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创新监督

方式，抓住“关键少数”，把精准发现党员干部及监察对象违纪违法

问题作为衡量监督检查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用好参加民主生活会、

核实个人有关事项、述责述廉、回复党风廉政意见、实地考察调研、

谈话诫勉、调阅审查文件资料、开展民主测评、警示教育提醒等日常

监督手段，提高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

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贯通各类监

督。各级党委要切实发挥党内监督带动作用，加强统筹联动，整合各

类监督信息资源，以重大监督事项会商研判、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

定期听取下级被监督单位工作情况汇报、对部分下级“一把手”和领

导班子进行联合重点考核等机制为载体，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

成合力。

（编辑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0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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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践悟

多默默耕耘 少急功近利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当前党员干部中的一些现象，有的干部比

较心急，干了工作就希望立即显示成效，马上得到组织肯定。若没有

得到表扬、奖励、提拔，心态就开始不平衡，或牢骚满腹，或怨天尤

人，就好像自己吃了大亏，甚至因此少了工作积极性，降低了工作标

准。

正所谓，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作为党员干部、人民公仆，

尽心尽力干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应该做的。做好了是

尽责，即使得不到领导表扬，大家也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做不好

是失责，就有愧于人民公仆的称号，有愧于自己的工作。太过心急、

太过计较、太过功利，反而不利于个人成长，甚至会毁掉大好前程。

风物长宜放眼量。要相信，组织是公道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只要干好了工作，一定会得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比如，来到兰考，

人们自然会想起焦裕禄；提起大亮山林场，人们自然会称赞杨善洲；

看到东山木麻黄，人们自然会怀念谷文昌。在日常工作中，我们每一

名党员干部不妨学着把心态放平，把利益得失看淡一些，不要总想着

得到回报，而要把精力更多放在实实在在干事创业上。时常反思自己

是不是尽心尽力干工作了，是不是对得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是不是对

得起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和期望。唯如此，才能更好地践行初心和使命，

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享受内心那份“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的闲适

与从容，得到群众真心爱戴和组织信任。

（摘录：《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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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建设

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

家风既是党员干部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门“必

修课”“常修课”，党员领导干部要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以纯正

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担当。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重视家教家风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大力倡导和践行的美德。许多革命

先辈和优秀党员干部一生踏实为人、廉洁从政，留给子孙后代“最好

的礼物”就是众口称赞的纯正家风。毛泽东立下规矩：恋亲不为亲徇

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陈毅给女儿赠言：“汝是党

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焦裕禄要求儿女一

生恪守“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的信条。甘祖昌经

常告诫子女“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这些严

格的家教、纯正的家风，充盈着坚定的党性原则、温润的道德传承、

高尚的品格操守，彰显出共产党人特有的风范风骨，也为全社会立起

了精神标杆和道德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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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公开的违法违纪案件看，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出问

题、摔跟头，往往肇始于家风不正、家规不严，搞“一人得道，鸡犬

升天”那一套，结果往往是“一人不廉，全家不圆”，教训极为深刻。

事实充分证明，纯正家风，于家而言，是家庭和睦幸福的“定盘星”；

于党而言，是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防火墙”。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家风问题，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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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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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现在，我们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领

导干部尤须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过好亲情关、权力关，积

极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谆谆家训、清正家风、严格家教中接受熏陶、汲

取养分，把正家风、严作风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实际检验，自觉划清

公与私、情与法的分界线，吃透严与爱、得与失的辩证法，做到从严

律己正身、廉洁修身齐家，以家风建设助力作风涵养，以家庭和睦促

进社会和谐。

“义方既训，家道颖颖。”纯正家风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蕴藏在数十年如一日的言传身教之中。领导干部必须把家风建设

紧紧抓在手上，对待自己严格管束、严格要求，不断加强思想淬炼和

党性修养，时常想一想自己有无失当行为、失范举止、失口言语，既

不能动用公权力为家人谋私利，也不能允许家人擅权干政、违法乱纪，

切实管住自己的心不乱思乱想，管住自己的口不乱吃乱讲，管住自己

的手不乱拿乱要，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自身的模范行动

为子女立好标杆。对待家人严格教育、严格监督，严爱相济、爱而有

度，摒弃撒手不管的放任心态，杜绝迁就袒护的溺爱之情，坚决同形

形色色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主动履行好教育引导和提醒监

督之责，培育弘扬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真正

看好自家人、当好监督员，把好自家门、当好守门员，使家庭成为涵

养身心的温馨港湾、防腐拒变的坚强阵地。

家风正才能行得稳，作风正才能走得远。老八路陈洛平战争年代

多次征战负伤、一生廉洁奉公，临终前他对子女说：“你们不要指望

我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留在我身上的 3 块弹

片，以后分给你们一人一块留作纪念，看到它就应该艰苦奋斗，努力

工作。”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最终的落点是工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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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体现是行动。这就需要我们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把家风

建设的成效转化为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责任担当，转化为奋力拼搏、

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促进好家风好作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

清新、清正、清廉的风气蔚成风尚。

（编辑来源：解放军报 2021/09/20）

警示教育

置身事外不过是自欺欺人

“一个自欺欺人，一个无知贪婪，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兄弟二

人既亲密无间又‘充满隔阂’。”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了江

苏省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夏永俊违纪违

法案例。（链接：为弟徇私 携手赴腐途：江苏省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

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夏永俊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中国纪检

监察报》https://jjjcb.ccdi.gov.cn/epaper/index.html?guid=1442951066982285312，2021年 9

月 29日）。夏永俊把亲情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利用职权帮扶胞弟夏

兵，却声称弟弟收钱与自己无关，自己不收钱、不参与、不知情。然

而，如此说辞无法掩盖兄弟二人共赴贪腐路的事实。

不问、不听，夏永俊这般做法是自欺欺人。夏永俊既想帮助夏兵

赚“快钱”，又担心自己触犯法律，便有意回避，想把自己剥离出去，

让自己置身事外。每当弟弟与他谈起具体问题、商量具体对策时，夏

永俊都会立即打断，并强调自己不知情，谈到好处费等事宜时兄弟二

https://jjjcb.ccdi.gov.cn/epaper/index.html?guid=1442951066982285312，2021年9月29
https://jjjcb.ccdi.gov.cn/epaper/index.html?guid=1442951066982285312，2021年9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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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流含蓄、隐晦，生怕留下把柄。在面对组织审查时，夏永俊还编

造虚假情况企图瞒天过海。实际上，夏永俊并非不知情，如此说法不

过是掩盖心虚，恰恰印证他心存侥幸。殊不知，精心设计的受贿把戏

和贪腐套路，最终都逃不出党纪国法的天罗地网。

夏永俊终究无法置身事外，他擅权妄为、利用公权徇私的做法成

为兄弟二人踏上贪腐之路的起点。从夏永俊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夏兵的

公司承接市政工程开始，兄弟二人就结成利益共同体，哥哥在后台恣

意用权，弟弟在前台收受好处。为掩人耳目，夏永俊长期让弟弟当自

己的司机，短短 20 分钟的上班路成为二人交换信息的掩护。出于对

金钱的贪婪追逐、对哥哥的盲目信任，夏兵在几年间疯狂敛财，任何

一次交易都与夏永俊脱不了干系。贪腐没有“安全屋”，真正的安全

是规范用权、审慎用权，敬畏纪法、敬畏公权。

从近年来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例中可以看出，自以为贪腐手段

“高明”、自欺欺人，最终受到纪法严惩的党员干部不在少数。分析

他们的腐败过程，信念动摇、思想变质、精神“缺钙”是共同点。夏

永俊秉持金钱至上的错误想法，盲目攀比，认为“有钱就能光宗耀祖”

“人穷会被看不起”，进而权力观异化，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把权力

当成为自家谋利的工具，丢失了初心与本色，最终坠入腐败深渊。

严管就是厚爱，这句话对党员干部身边人同样适用。作为哥哥，

应当带好路、把好关，划清公与私的界限，正确处理公与私、亲与情

的关系，指引弟弟走正道，帮助其实现人生价值。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更应严守底线、以身作则，堂堂正正、廉洁奉公，严格约束家人，管

好身边人。

（摘录：《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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