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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史鉴倡反腐！带您品读习近平十大廉政用典 

 

【编者按】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有关廉政建设的典故在习

近平同志的讲话文章中一直被大量引用。这些典故深刻阐释了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

新时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

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乎党

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出发，在全党掀起了一场雷霆万钧的“反腐

风暴”，践行了“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的庄严承诺。“学习

大国”近期邀请《习近平用典》典故释义作者、《学习时报》“用

典释义”专栏作者、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杨立新从习近平总书记

历年来的重要讲话文章中遴选出使用频率高、影响深远、最能

体现习近平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的典故 10 则，

以飨读者。 

【原文】——————————————————————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2008 年 5 月 13 日《领导干部要认认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 

干干净净干事》 

——2003 年 7 月 10 日《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

的插话》（《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第 5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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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3 月《从政杂谈》（《摆脱贫困》第 40 页） 

【出处】 

（南宋）吕本中《官箴》 

【原典】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

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解读】 

南宋官员吕本中在其所著《官箴》中说：“当官之法，惟

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认为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

即清廉、谨慎、勤勉。并称“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

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意思是，遵守了“清、

慎、勤”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远离耻辱，可以得到

上司的赏识，也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清、慎、勤” 这三字为官之道，被后人称为“千古不可

易”。康熙皇帝曾手书此三字并刻石宣传，训示百官，并把“清、

慎、勤”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官德修养。2004 年

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在《求是》发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

原则》一文，指出领导干部“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

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他引用吕本中《官箴》中的这句话，

并加以阐释：一要“清”，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二要“慎”，

周密考虑，谨言慎行；三要“勤”，勤奋好学，刻苦上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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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可以说是对“清、慎、勤”的现代解读。 

【原文】—————————————————————— 

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 

——2006 年 2 月 20 日，《激浊扬清正字当头》（《之江新语》） 

——2006 年 1 月 24 日《在浙江省委办公厅系统总结表彰会上的

讲话》 

【出处】 

（明末清初）顾炎武《与公肃甥书》 

【原典】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

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

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而其本在于养廉。 

【解读】 

顾炎武，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学者。他一生不忘复明

大业，坚守民族气节。此文是顾炎武写给仕清的外甥徐元文的

一封信。顾炎武一生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君

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虽然他与清廷势不两立，终

身不仕，但他时刻关注着社稷民生，并对外甥苦口婆心，悉心

劝导。在信中，顾炎武首先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所谓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告诫徐元文要“以道事君”，

如果统治者不听劝谏，就要辞官而去。他以自己沿途所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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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吏草菅人命的骇人之举为例，提出：“诚欲正朝廷以正

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而其本在于养廉。”认为要

正朝廷必须先正百官，应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旨，而其根本在

于培养并保持廉洁的美德。 

2006 年 1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省委

办公厅系统总结表彰会上谈到“激浊扬清”时表示，清代思想

家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

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这就是说，要兴国安邦正百官，必

须除恶扬善，扶正祛邪，弘扬正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

于转型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

杂，党员干部是否能做到正字当头，一心为民，秉公办事，更

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党员干部如果能够做到坦坦荡

荡、一身正气，其为官就会以民为本，视民为根，就会保持“利

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造

福一方。这样，国家才会有希望，社稷才能更稳固。相反，党

员干部如果失去了律己之心，随波逐流，放纵自己，就会混淆

是非，走上邪路，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使国家陷入“政怠宦

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一个月后，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习近平又

发表《激浊扬清正字当头》一文，再次引用顾炎武的这句话。

这足以看出习近平始终保持着修正身、讲正气的为官之道。面

对层出不穷的利益诱惑，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定立场、摒除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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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私欲，不为名利失心，不为权欲熏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高

尚情操，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原文】—————————————————————— 

诛一恶则众恶惧。 

——2015 年 1 月 13 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关于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出处】 

（三国吴）陆景《典语》 

【原典】 

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

奸佞干政，则祸乱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

盖在于敬贤而诛恶也。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昔

鲁诛少正，佞人变行；燕礼郭隗，群士响至，非其效与？ 

【解读】 

陆景，东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次子，陆机、陆云

之兄。《三国志》称其“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也”。陆景《典

语》十卷，《隋书·经籍志》列入儒家类，世已久佚，唐魏徵

等所辑《群书治要》存其大概。《典语》给面临内忧外患的吴

国提出治国方略，讽喻吴主孙皓要内修政治，“远小人，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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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否则亡国不远。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吴国主上昏庸、

小人乱政的局面。 

陆景在《典语》中指出：“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

政，则祸乱作。”俊乂(yì)：杰出贤能的人才；在官：在职为

官。认为国家如起用大批的贤能之士，政治就必然会清明；如

果政权被奸佞小人所把持，国家就必然陷于祸乱。因此，“得

人之道，盖在于敬贤而诛恶也。”进而提出“敬一贤则众贤悦，

诛一恶则众恶惧”，意思是尊重一位贤士，那么众多的贤士就

会感到欣慰；诛杀一个恶人，那么众多的恶人就会感到恐惧。

并举例论证其效：孔子诛杀少正卯，奸佞之人受到震慑而改变

自己的行为；燕国筑“黄金台”礼遇郭隗，天下之士群起响应

竞相归附。 

《群书治要》是我国古代治政书籍的选辑，魏徵之所以节

录陆景《典语》，就是因为它对于治国理政既有针对性，又具

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

腐必反，有贪必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指出，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

风。我们惩治腐败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这一手始终不能

软。他借用古人“诛一恶则众恶惧”，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

治党、严肃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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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的讲话》 

【出处】 

（上古时代）《尚书·周书·旅獒》 

【原典】 

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

西旅厎(同“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

“……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

功亏一篑。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解读】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出自《尚书·旅獒》，意思是不

注意小事小节方面的修养，到头来就会伤害大节，酿成终生的

遗憾。 

周武王灭商后，天下安定，声威显赫，八方来朝。有西蕃

进贡一只名犬，召公奭(shì)担心武王玩物丧志，便写了一篇

题为《旅獒》的文章进行劝谏，并说出了上面那番警示的话。 

武王听从了召公的劝告，改弦更张，守住了社稷。然而，

历史上确有玩物丧志乃至丧国的反面案例。据《东周列国志》

记载，春秋时，卫懿公特别喜欢仙鹤，整天与鹤为伴，不理朝

政，不问民情。他让鹤乘坐高级豪华的车子，每年耗费大量资

财，引起大臣不满，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 659 年，北狄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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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懿公命令军队前去抵抗。将士们气愤地说：“既然鹤享有很

高的地位和待遇，就让它去打仗吧！”卫懿公只得亲自带兵出

征，与狄人大战于荥泽，由于军心不齐，结果战败身死，史称

“好鹤失国”。《东周列国志》作者冯梦龙赋诗叹道：“曾闻

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荥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

仙乡？”首句中的“古训戒禽荒”，指的就是《尚书·旅獒》

的故事。 

2014 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借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古训，要求各级干部要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

题，及时跟进相应的对策措施，做到掌握情况不迟钝、解决问

题不拖延、化解矛盾不积压，谁以身试法就要坚决纠正和查处。

务必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

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原文】——————————————————————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2013 年 1 月 22 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出处】 

（东汉）荀悦《申鉴·政体》 

【原典】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

禁之，至于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于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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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于官，而矜实于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

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 

【解读】 

《申鉴》是东汉末年思想家荀悦的政治、哲学论著。“政

体”，即为政的要领。在《申鉴·政体》中，荀悦提出：“善

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意思是

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首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再

去要求别人；不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首先要求别人按照

禁令去做，然后才要求自己。荀悦以此要求统治者做好道德榜

样，正人先正己，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才是“善禁”。 

荀悦这一观点继承了儒家“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的思想。四百多年后的唐太宗堪称“善禁”的典范，

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

下乱者。”魏徵也对太宗说：“尽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

责下。”可见，领导者带头用纪律和法律来约束自己，以身作

则，既是一种领导方法，也是一种为政之德。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

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

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他借“善禁者，

先禁其身而后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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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

引向深入。 

【原文】——————————————————————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2012 年 11 月 17 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

习时的讲话》 

【出处】 

（北宋）苏轼《范增论》 

【原典】 

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

孙心；而诸侯之叛之也，以弑义帝。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

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

帝亡，而增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

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

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

主哉？ 

【解读】 

《范增论》是苏轼早期的一篇史论文章，收录在《古文观

止》卷十。文中苏轼针对陈平用计离间项羽和范增的观点，翻

空出奇，立意新颖地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

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他打了个比方，东西总是自身先腐烂，

然后虫子才会寄生，说明事物总是自己先有弱点然后才为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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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侵。指出正是由于项羽生性多疑，听信谗言，才被敌人利用，

从而丢掉了天下。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条古训是

符合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外因是变化的条

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事物

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腐败者自身道德

素养不高，自控能力差，容易受到物质和金钱的诱惑。因此，

我们要自重、自省、自警，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 

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借

苏轼“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句古语指出，“近年来，一些

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

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

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告

诫全党同志，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原文】—————————————————————— 

莫用三爷，废职亡家。 

——2016 年 1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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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用亲不如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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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谚曰：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盖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

兄弟为舅爷也。之三者未必才无可用，第内有蔽聪塞明之方，

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

焉。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

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西掩东挪，弊难枚举。即令总

核买办杂务，其细已甚，亦必至于短发价值，有玷官声，故无

一而可。事非十分败坏，不入于耳；迨入于耳，已难措手。以

法则伤恩，以恩则坏法。三者相同，而子为尤甚，其见利忘亲

者无论。意在爱亲，而孳孳焉为亲计利，势必陷亲于不义，所

以危也。 

【解读】 

“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是清代流传甚广的一句谚语，其

中的“三爷”指少爷、姑爷、舅爷，亦即儿子、女婿、妻兄弟。

意在告诫为官者，这三种人千万不可使用，否则会丢官罢职，

败家毁业。 

清代衙门的职员如幕友、长随等多为私人性任用。他们的

聘用，不需经政府的选拔考试，而是凭着与州县官的特殊私人

关系，故“三爷”在衙门任职非常普遍。“三爷”的至亲关系

容易使其行为失范，有恃无恐，“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

所附，威更炽焉”。他们容易倚仗与官员的这种父子、翁婿、

郎舅关系，狐假虎威，胡作非为：“任以笔墨，则售承行，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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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票；任以案牍，则通贿赂，变是非；任以仓库，则轻出重入，

西掩东挪。”清代乾嘉年间的绍兴师爷汪辉祖，一生在州县做

幕僚三四十年，后又当了几年州县官吏，亲历目见，深知委用

“三爷”之害。他认为这三种人“未必才无可用”，但为官者

决不可将其倚为心腹，委以重任，因为这些人“内有蔽聪塞明

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致使“事非十分败坏，不入于耳；

迨入于耳，已难措手” 。故大声疾呼革除这一积弊。 

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清代这

则谚语，并痛心地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

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为此，

他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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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公生明，廉生威。 

——2014 年 1 月 7 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出处】 

（明）年富《官箴》刻石 

【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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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生明，廉生威。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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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官箴》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后山

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增加了“公生明，廉生威”，

并用恭楷书写，作为自己的为官座右铭。 

年富（1395—1464 年），历事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

景泰帝和明宪宗五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他无论到

哪里，都能清廉刚正，始终不渝，从而成为一代名臣。弘治十

四年（1501 年），泰安知州顾景祥将《官箴》刻碑立于泰安府

衙，以儆官员。清乾隆年间，泰安知府颜希深将其作为颜氏家

训传诸后代。后颜氏祖孙三代严格遵守《官箴》，连出四个督

抚。他们每履新职都携碑上任，以警戒自己。 

这三十六字《官箴》，可谓字字警策，句句药石。它诠释

为官之本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点：一是公；二是廉。其意为：下

属敬畏我，不在于我是否严厉而在于我是否廉洁；百姓信服我，

不在于我是否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是否公正。公正则百姓不敢

轻慢，廉洁则下属不敢欺蒙。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做人廉

洁才能树立权威。 

公权本姓公，用权当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上强调“公生明，廉生威”，不仅是对政法干部提出的要

求，更是对全党同志的殷殷嘱托。公正廉洁是为政者应具备的

基本品德，这两点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要扭住

职业良知、坚守法治、制度约束、公开运行等环节，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地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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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2016 年 1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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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 

（唐）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其四） 

【原典】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解读】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是唐代宗广

德二年（764 年）春杜甫由阆州回成都途中所作的组诗，此为

第四首。诗题中的“严郑公”，即杜甫的好友严武，曾以军功

被封为郑国公。762 年，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乱，杜

甫曾一度离开成都草堂，避难于梓州、阆州等地。764 年 2 月，

严武再度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来信邀请杜甫，诗人决定

重返成都。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该诗的颔联。“新

松”指诗人在成都草堂前培植的四株小松树，诗人在后来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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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所作的《四松》诗中有这样的描述：“四松初移时，大抵

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诗人希望它们迅速长成

千尺高树，在它们身上倾注着炽热的爱。而那些到处侵蔓、妨

碍新松生长的“恶竹”，诗人则深恶痛绝，认为纵有万竿也要

斩除。 

对于这两句诗，前人多认为不仅是写松、竹，而是另有寓

意。诗人喜爱松树是因其峻秀挺拔，不随世而变；诗人痛恨恶

竹，是因其随处乱生，肆意钻营。“千尺”“万竿”均为夸张

之语，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诗人强烈的爱憎。故清人杨伦在《杜

诗镜铨》旁注曰：“兼寓扶善疾恶意。”清沈德潜《唐诗别裁

集》亦认为 “言外有扶君子、抑小人意” 。诗人身处乱世，

深感国之干才难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粉墨登场，

弹冠相庆。诗人由此感慨系之，爱憎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杜甫的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诗句，表明了党中央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他要求持

之以恒纠正“四风”，要咬住“常”“长”二字，经常抓、深

入抓、持久抓。除恶务尽，决不允许出现反弹、回潮。 

【原文】——————————————————————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2018 年 3 月 1 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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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唐）孟郊《上达奚舍人》 

【原典】 

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风霜。 

贫士在重坎，食梅有酸肠。 

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 

常恐众毁至，春叶成秋黄。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暗室晓未及，幽行涕空行。 

【解读】 

《上达奚舍人》是唐代诗人孟郊用五言古体写的一首干谒

诗。达奚，为复姓；舍人，为官职。干谒诗是古代文人为推销

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在的自荐信。孟郊一生命运多

舛，仕途坎坷，故希望通过向达奚舍人呈献诗文展示自己的才

华和抱负，以求引荐。 

“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风霜”，首二句点出诗人所在的洛

阳北邙山的自然环境，侧面烘托出诗人内心的孤寂和愁苦。“贫

士在重坎，食梅有酸肠”，坎，险也。《易经》坎卦为二坎相

重，“重坎”喻险上加险，险阻重重。此二句写出诗人所处的

社会环境。“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走圆，指趋尚圆滑。

世人都纷纷处世圆滑，而自己仍一身方正，不随俗流。“常恐

众毁至，春叶成秋黄。”诗人抱道不移，然而出离世俗，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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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陷入仕途失意、遭谗被弃的窘境。“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

光”，大贤，指达奚舍人。大贤正大光明如明镜高悬，公烛普

照大地并无私偏。最后两句“暗室晓未及，幽行涕空行”与前

文呼应，再次写出自己的窘困处境。 

关于“公烛无私光”，据南宋诗人周紫芝《竹坡诗话》记

载：北宋时，有位李姓博州太守为官极其廉洁，公私分明。一

天晚上，突然收到京城一位上司的来信，他连忙吩咐公差点亮

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他又让公差赶紧吹灭官家的蜡烛，

把自家的蜡烛点上。原来，那封信的后半部谈的是其在京家属

的近况，故而“公烛之下，不展家书”。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讲话中，习近平总

书记用“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高度赞扬周恩来同志心底

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严于律己、清

正廉洁的杰出楷模，并号召全党同志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牢

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一身

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监督，拒腐蚀、永不沾，做一个堂

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来源：学习大国） 

 

节后“四风”问题观察 

操办婚礼，这样打擦边球可以吗？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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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理当庆祝。然而，近年来一些党员干

部借着这一喜庆事宜大操大办，甚至收钱敛财。在纠正“四风”

的高压态势下，有人甚至玩起了“躲猫猫”的“把戏”。我们梳

理了几种常见的违规操办“名目”，告诫党员干部：操办婚礼，

这样打擦边球不可以。 

  小规模多批次，是不是就没事了？ 

  党员干部操办婚礼，大操大办不允许。在不同时间、不同地

点分开请客，每批次符合宴请桌数和人数要求，这样是不是就没

事了？ 

  2018 年 5 月 25 日、5 月 26 日、7 月底和 8 月初，为了给儿子

操办婚礼，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所属制盐场原党委副书记、场长刘

义聪，分别在 2 个地点分 4 批次宴请了汉沽盐场有关领导、部室

人员及制盐场有关领导和同事，并收受同事和下属礼金 1.4 万余

元。2018 年 10 月，刘义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搞小规模、多批次操办，貌似每次都“合乎标准”，总数则

远远超过规定，其实是在规避监督“耍花招”，早已突破了纪律

的“红线”。2019 年 9 月，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西安市鄠邑区教

科局副局长王建博异地分批操办婚宴的典型问题。对化整为零、

穿着“马甲”的“四风”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一经发现就严肃处

理。 

  只请客不收礼，是不是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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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干部操办婚礼，借机敛财不允许。只请客、不收礼，这

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2013 年 5 月 5 日，在未向镇党委申报同意的情况下，海南省

琼海市嘉积镇文坡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秋，为其子在

老家举办婚宴 68 桌；2014 年初，又为其孙子操办满月酒 36 桌。

两次宴请，参加人员除亲属朋友，均有社区居委会干部、居民小

组组长，没有收礼金。2014 年 9 月，因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在

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陈秋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操办婚丧喜庆，既要防止党员干部借机敛财，也要反对讲排

场、比阔气、招摇过市、铺张浪费。2011 年颁布实施的《农村基

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将“大操大办婚丧喜庆

事宜，或者借机敛财”列为不正之风，明确予以禁止。2018 年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生活奢靡、贪图享乐”列

为违反生活纪律的情形，党员背离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

义务和“尚俭戒奢”的要求，搞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按违反生

活纪律处理。 

  只收钱不入账，是不是就没事了？ 

  党员干部操办婚礼，违规敛财不允许。只收钱、不入账，这

样是不是就没事了？ 

  2019 年 1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审计局干部杨福贵为女

儿举办婚宴，随礼人员 542 人，收受礼金 47.53 万元。其中收受

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与其行使职权有关人员 179 人的礼金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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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规避检查，杨福贵将随礼人员信息选择性抄录在礼薄上，

并将部分人员随礼金额进行了修改。杨福贵受到留党察看二年、

政务降级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收缴。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91 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

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的，给予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只要是利用职务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借操办婚礼之机敛到钱

财，不论多少，不论是否入账，都是违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

莫为。面对无处不在、越织越密的监督网，不入账的小伎俩，又

岂能掩盖借机敛财的违纪事实？ 

  走过申报程序，是不是就“免检”了？ 

  目前，很多地方都确立了申报备案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填写

个人操办婚丧喜庆活动报告表。操办婚礼前，按程序报备过，是

不是就意味着接下来都“免检”了？ 

  2018年 9月 7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壆岗社区党委书记、

工作站站长陈展翀向组织申报为其子举办婚宴，申报席数 20 席、

参加人数 200 人。2018 年 9 月 30 日，陈展翀实际操办婚宴时，共

摆 41 席、参加人员约 400 人，与申报席数和人数严重不符，也明

显超过当地规定席数和人数的上限，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019

年 7 月，陈展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报备，不是信口开河，更不是一纸空文，而是严肃的组织程

序，是核查实际情况的重要依据。报备必须如实，执行必须坚决。

不拿规定当回事，抱着“报备过就没事了”的想法，搞阴阳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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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少报多办，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