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房
产06 专题

2024年 11月 7日 星期四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 0352—2023122 责编 版式 杨海燕

特
邀
嘉
宾

❶

❷

❹

❸

本版图文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认 真 学 习 贯 彻《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

强化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一霖

江苏省溧阳市纪委监委用好案例“活教材”，对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开展类案分析，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图为溧阳市纪委监委办案人
员对医疗领域开展以案促改进行分析研判。 许静摄

刘云娥：警示教育是一项重要基础性工
作，对于持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有
着重要作用。要以“全周期管理”理念谋划警
示教育，打通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整改治理、
教育警示各个环节，形成环环相扣、贯通协同
的工作机制，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注入更大
动力。

坚持警示教育首先从政治上看，将其置
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中统筹考量，
用“通篇文章”方式，更加突出系统的观念，使
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
调联动。要把握政治生态的区域性、领域性、
阶段性特点规律，剖析腐败背后的体制机制
弊端和监督管理短板，找准症结切中要害，提
炼系统治理指引，使警示教育与深化改革、完
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

要构建内审外调、宣传教育、以案促改
等多主体同向发力、多环节同步推进模式，
机制化、标准化配置到查办案件工作中，以
集群耦合思维贯通“查、改、治”，把“打赢攻
坚战”与“打扫战场”“战后重建”有机地协
同起来，既警示党员、干部引以为戒、醒悟
知止，又向党组织传导一严到底的压力，督
促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从严管党治党，充
分发挥“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
综 合 效 应 。 比 如 ，我 们 在 修 复 净 化 丽 江 政

治生态过程中，在查办案件之始，宣传教育
模块就协同跟进，制作播出《清廉云南 路
在脚下（丽江版）》，深入剖析系列案件暴露
的制度机制“中梗阻”、政治生态“污染源”、
廉政建设“风险点”，构建从案件查办到促
进治理的工作闭环，持续释放“惩、治、防”
一体发力的叠加效应。

李杰：警示教育是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的重要内容，与案件查办、问题整改、系统治
理 紧 密 联 系、相 互 促 进 。 持 续 深 化 以 案 促
改，以案促治，要坚持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精准实施。

强化系统思维，发挥综合效应。始终秉
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坚持办案、整
改、治理贯通协同。聚焦移送司法机关、深
化以案促改和开展廉政教育等关键环节，将
以案促改贯穿审查调查、警示教育、整改整
治全过程，深刻剖析案发单位在思想教育、
监督制约、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
症下药、精准施治。将促改促治相关措施串
点成线，建立重大案件“四会一谈”工作机
制，即重大案件立案后组织案发单位召开以
案促改促治动员会；案后召开纪检监察建议
送达会、警示教育大会、案件反思会和开展
案发单位“一把手”谈话监督，通过一系列促
改促治“猛药”“良方”，达到根除痼疾、正本

清源的效果。
强化靶向思维，注重精准施策。纪检监

察建议是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重要抓
手。针对案件查办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充分
研判、深入剖析，把问题找准找实，把原因分
析透彻，形成兼具针对性、实效性及可操作性
的纪检监察建议，确保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健全完善纪检监察建议立项、制发、送达、整
改监督、评估以及结果运用等全流程工作机
制，严格刚性约束，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全周
期闭环管理，通过书面报告、现场督查、个别
谈话等方式，对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
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挂号销账管理，严防
纪检监察建议“走过场”。

强化目标思维，推动成果固化。警示教
育重在警醒，贵在“常”“长”。要推动警示教
育常态化、长效化，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形成
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
为日常遵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同步
落实，通过深化标本兼治、举一反三，督促职
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健全制度约束，有效防
范风险，最大限度发挥查办案件治本效能，形
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真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刘云娥 云南省纪委常委、省纪委监委组织部部长

黄 星 辽宁省沈阳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李 杰 江苏省高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二 十 届 中 央 纪 委 三 次 全 会 强 调 ，“ 创 新 警 示 教 育 方 式 ，深 刻
剖 析 典 型 案 例 ，建 立 健 全 以 案 说 德 、以 案 说 纪 、以 案 说 法 、以 案
说 责 机 制 ，推 动 形 成 廉 荣 贪 耻 的 社 会 氛 围 。”警 示 教 育 作 为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的 重 要 抓 手 ，承 载 着 哪 些 功 能 和 作 用 ？ 案 例 是 最 好
的 教 科 书 ，也 是 最 好 的 清 醒 剂 ，在 警 示 教 育 中 怎 样 用 好 案 例 这
个“ 活 教 材 ”？ 如 何 整 合 各 类 资 源 ，拓 展 警 示 教 育 形 式 ，进 一 步
增 强 警 示 教 育 针 对 性 和 实 效 性 ？ 我 们 特 邀 纪 检 监 察 干 部 进 行
交 流 。

刘云娥：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受
教育者知道什么不能做，让徘徊观望者悬崖勒马，
让违纪违法者迷途知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对加强警示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
让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受 警 醒 、明 底 线 、知 敬 畏 ，主 动
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强调要把
一些反面典型跌入违纪违法泥坑的教训给大家说
说 透 ，让 大 家 引 为 镜 鉴 、自 觉 自 律 ；强 调 要 以 案 示
警 、以 案 明 纪 ，促 进 党 员 、干 部 知 敬 畏 、守 底 线 。
这 些 重 要 论 述 为 警 示 教 育 工 作 指 明 了 方 向 ，提 供
了根本遵循。

警示教育作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是生
动的纪律教育课。没有警示就容易犯错，缺少反思
就 没 有 进 步 。 从 查 处 的 党 员 、干 部 违 纪 违 法 案 件
看 ，出 问 题 往 往 都 是 从 不 守 规 矩 、对 纪 律 防 线“ 弃
守 ”开 始 的 ，“ 案 中 人 ”的 前 车 之 覆 皆 是 后 车 之 鉴 。
通 过 开 展 警 示 教 育 ，以 案 说 德 、以 案 说 纪 、以 案 说
法、以案说责，深刻揭露违纪违法干部理想信念动
摇、纪法底线失守的堕落轨迹，深度透视其“破纪”

“破法”的心路历程，形成“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的
震慑，让党员、干部深切体会到组织的良苦用心，深
刻认识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教育引导
党员、干部摒弃“看客心态”，不要把别人的教训当
故事听，而是要“视他病为己病”，从他人的教训中
反思自己的行为，警醒起来，把头脑中不正确的“一
闪念”“不经意”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把“写在纸上
的教训”变为“立在面前的镜子”，切实增强政治定
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做到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

黄星：2024 年 5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山 东 考 察
时 强 调 ：“ 要 加 强 警 示 教 育 ，抓 好 以 案 促 学 、以 案

说 纪 ，让 心 存 敬 畏 、手 握 戒 尺 真 正 成 为 日 常 自
觉 。”警 示 教 育 是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的 一 项 基 础 性 工
作 ，在 一 体 推 进“ 三 不 腐 ”中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 作 为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的 重 要 抓 手 ，警 示 教 育 承 载 着 教
育 、引 导 和 约 束 功 能 ，通 过 生 动 直 观 地 展 现 违 纪
违 法 的 严 重 后 果 ，让 党 员 、干 部 受 警 醒 、明 底 线 、
知 敬 畏 。

一 是 以“ 惩 ”促“ 戒 ”，增 强 内 心 约 束 。 纪 律 是
管 党 治 党 的“ 戒 尺 ”，我 们 党 历 来 强 调 要 培 养“ 自
觉 的 纪 律 ”，在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中 开 展 警 示 教 育 ，特
别 是 对 典 型 违 纪 违 法 案 件 的 深 度 剖 析 ，不 仅 展 现
我们党对违纪违法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坚决
态度，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持续释放
执纪执法必严的强烈信号，让党员、干部在面对各
种诱惑和选择时，能够自觉地以纪律为戒尺、以法
律 为 准 绳 ，自 我 约 束 ，自 我 警 醒 ，构 筑 起 拒 腐 防 变
思想防线。

二是以“鉴”促“醒”，构建防范机制。违纪违法
案 例 是 最 鲜 活 的“ 反 面 教 材 ”，在 深 刻 揭 示 个 案 违
纪问题的同时，还要深挖背后的制度缺陷和监督管
理等环节存在的漏洞。通过警示教育，推动案发单
位引以为鉴，从中吸取教训，有针对性开展专项治
理 、堵 塞 制 度 漏 洞 、填 补 监 督 盲 区 ，健 全 廉 洁 风 险
防范机制。

三是以“教”促“治”，深化治理效能。做好查办
案件“后半篇文章”，做到既善于发现问题又善于推
动解决问题，将警示教育的过程与深化改革、完善制
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放大警示教育效能，起到查
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不断完善
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
党员干部的自觉遵循。

刘云娥：警 示 教 育 要 入 木 三 分 ，精 准“ 画 像 ”。
要 结 合 案 件 类 型 和 违 纪 违 法 人 员 职 务 、身 份 和 所
处 岗 位 的 不 同 ，分 析 个 性 问 题 ，“ 画 像 ”越 精 准 ，问
题 暴 露 得 越 彻 底 ，越 能 触 及 灵 魂 。 要 深 化 类 案 共
性分析，综合所在地域的政治生态、历史文化等特
点，坚持“掰开来看”与“合起来看”并重，“合并同
类 项 ”，对 同 类 问 题 产 生 发 展 的“ 气 候 、土 壤 、条
件 ”等 深 入 思 考 研 究 ，深 挖 案 件 背 后 的 深 层 次 症
结 、普 遍 性 问 题 ，做 到 既 找 准 症 结 切 中 要 害 ，又 见
人 见 事 见 思 想 ，切 切 实 实 地 告 诉 党 员 干 部 什 么 不
能做，应该怎么做。

警 示 教 育 要 树 牢“ 审 视 ”理 念 ，增 强“ 溯 源 ”意
识 。 要 深 入 挖 掘 运 用 案 例 资 源 ，用“ 身 边 案 ”教 育

“身边人”，以“案中人”警醒“身边人”。警示教育
的素材始于案件，但又不止于案件，要把查办个案
的过程与结果放到全局治理中去审视、观照，厘清
案 件 查 办 的“ 上 下 游 ”“ 左 右 岸 ”关 系 ，将 分 散 的 案
件 素 材 进 行 逻 辑 溯 源 、系 统 梳 理 、综 合 研 究 ，剖 析
一个个反面典型，揭露一个个问题，发出一个个追
问，让受教育者从中找到“共振点”，发现潜藏在意
识中的病灶、隐藏在身边的风险，检视自己曾经有
过的错误念头和习以为常的不当行为，形成强有力
的提醒、教育、震慑效应。

警 示 教 育 要 根 据 教 育 对 象 的 层 级 、领 域 、行
业 等 特 点 ，提 高 针 对 性 。 选 择 地 域 相 近 、层 级 接
近 、行 业 相 同 、岗 位 类 似 的 案 例 ，因 时 因 势 探 索 创
新 方 法 路 径 和 形 式 载 体 ，因 案 制 宜 ，这 样 才 能 直
达 心 底 、触 摸 脉 搏 、形 成 共 振 ，从 而 实 现 警 示 教 育
的 政 治 效 果 、纪 法 效 果 和 社 会 效 果 相 统 一 。 比
如 ，我 们 以《“ 官 油 子 ”现 形 记》为 载 体 ，立 体 呈 现
各 领 域“ 官 油 子 ”的 众 生 相 ，深 入 剖 析“ 官 油 子 ”
产 生 的 根 源 、带 来 的 危 害 以 及“ 去 油 除 腻 ”之 道 ，

为 营 造 积 极 健 康 干 事 创 业 的 政 治 生 态 和 良 好 环
境 汇 聚 正 能 量 。

黄星 ：典 型 案 例 不 仅 是 过 往 教 训 的 生 动 记
录 ，更 是 引 导 人 们 正 视 问 题 、反 思 自 我 、提 升 认 识
的 重 要 工 具 。 充 足 鲜 活 的 案 例 可 以 让 警 示 教 育
更 具 感 染 力 和 穿 透 力 ，运 用 典 型 案 例 引 导 党 员 干
部 筑 牢 廉 洁 思 想 防 线 ，是 提 升 警 示 教 育 效 能 的

“ 关 键 一 环 ”。
全 领 域 挖 掘 案 件 素 材 。 案 例 的 筛 选 在 警 示

教 育 中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既 要 选 择 典 型 案
件 进 行 普 遍 性 教 育 ，也 要 加 强 针 对 性 ，选 择 能 够
反 映 出 某 一 类 违 纪 违 法 行 为 基 本 特 质 的 案 例 ；要
结 合 警 示 教 育 的 主 题 及 受 众 群 体 ，侧 重 选 择 一 些
常 见 、多 发 、新 发 的 违 纪 违 法 典 型 案 例 ，将 行 为 方
式 、危 害 后 果 及 所 受 惩 处 情 况 完 整 展 现 给 党 员 、
干 部 。 通 过 建 立 统 一 标 准 的 案 件 素 材 库 ，与 各 审
查 调 查 部 门 协 调 联 动 ，及 时 选 取 易 发 多 发 领 域 地
域 行 业 的 典 型 案 例 ，为 做 实 做 细 查 办 案 件“ 后 半
篇 文 章 ”打 牢 基 础 。

深 层 次 剖 析 呈 现 价 值 。 警 示 教 育 不 是“ 故
事 会 ”、典 型 案 例 不 是“ 八 卦 谈 资 ”，要 深 度 剖 析
典 型 案 例 中 的“ 思 想 之 惑 ”“ 行 为 之 危 ”，透 视 违
纪 违 法 人 员 破 纪 破 法 的“ 第 一 次 ”“ 关 键 点 ”“ 转
折 点 ”“ 触 动 点 ”，揭 露 其 堕 落 轨 迹 以 及 违 纪 违 法
行 为 造 成 的 严 重 危 害 ，强 化 震 慑 力 ，提 高 党 员 、
干 部 免 疫 力 。 健 全 完 善“ 一 案 三 报 告 ”制 度 ，对

《案 件 审 查 调 查 报 告》《案 件 剖 析 报 告》《忏 悔
录》深 度 提 炼 ，深 入 剖 析 案 例 背 后 的 原 因 和 规
律 ，从 制 度 漏 洞 、思 想 防 线 、监 督 机 制 等 多 个 角
度 进 行 探 究 ，既 为 警 示 教 育 找 准 问 题 、提 供 靶
向 ，也 为 督 促 有 关 部 门 深 化 治 理 提 出 有 针 对 性 、
说 服 力 的 意 见 。

黄星：增 强 警 示 教 育 的 针 对 性 和 时 效
性，应当坚持立足实际、守正创新，以拓展警
示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为抓手，构建集成化、
多元化、立体化的体系。

一是巩固拓展阵地，形成“一盘棋”。警
示教育阵地是开展好警示教育的重要支撑，
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整合地方资源，不
断巩固、夯实、拓展警示教育阵地建设。实
践中，可以发挥地方特色，依托辖区警示教
育基地、党建活动中心等已有资源，结合警
示教育的主题和受众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
警示教育专题展览等。

二是丰富完善内容，构建“生产线”。案
件资源是警示教育的“富矿”，要充分运用典
型案例释纪释法，实现案件查办的惩治效果
向警示效果转化。建立集中统一的警示教
育资源库，收集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类
型的违纪违法案例，制作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警示教育产品，注重与案发单位、司法
机关、媒体等单位的协调沟通，定期动态调
整充实案例素材。统筹各方力量，做实做细

“菜单化”“精细化”警示教育，分类分级精选
典型案例，协助推动基层拍摄优质警示教育
片，逐步建立健全警示教育精品素材库。

三是创新形式载体，打造“传播链”。警
示教育的形式直接影响其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巩固深化传统警示教育方式的基础上，不

断创新形式载体，探索运用更加形象、直观、
具体的表现形式和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播手
段，充分发挥警示教育震慑警醒、启示教化
作用。比如，组建以纪检监察干部为主体的

“清风讲师团”，让办案人走上讲台，在案发
单位开展宣讲，事例鲜活、语言生动，拉近

“讲”与“听”的距离，把腐败行为的成因和后
果讲深讲透，让警示教训入脑入心。与组织
部门、党校等多部门合作，针对不同层面党
员干部有针对性开展授课，让遵规守纪切实
成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动自觉。

李杰：治病救人要用好警示教育这副苦
口良药。针对党员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一方面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做到“治未病”；另一方面要及时找准病灶、
检视病因、深挖病根，做到“对症下药”。为
更好发挥警示教育“药效”，可以通过以下几
个方面联动发力：

一 是 整 合 案 例 资 源 ，提 高 警 示 教 育 的
“精度”。目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查办的
典型案件作为警示教育的“活教材”，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做法已经成为常态。
要在经常性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精准度，
系统全面梳理本地、本系统的违纪违法案
例，按照职务级别、行业领域等进行分类，建
立案例库。根据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
群体教育对象的特点，从案例库中进行差异

化筛选，杜绝“一锅炒”“大呼隆”式警示教
育，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 是 加 强 协 作 配 合 ，拓 展 警 示 教 育 的
“深度”。警示教育绝对不能只靠纪检监察
机关“单打独斗”，要以“一盘棋”工作思路，
加强多方协同。充分发挥与组织部门、党
校、司法机关等协作配合教育机制，把警示
教 育 和 党 性 教 育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贯 通 起
来 。 组 织 部 门 突出抓好对领导干部、年轻
干部、新提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
象的任职培训、谈心谈话和家访活动等；党
校根据党的纪律要求、党性修养等主题系统
性定制课程，在课程中加入深度剖析案例背
后的思想根源、制度漏洞等内容；联合法院、
检察院等相关司法机关开设法律法规专题
讲座，等等。

三是依托媒体平台，增强警示教育的“广
度”。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作用。
在地方主流报刊杂志及电视台上开辟警示教
育专栏，进行党纪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发布剖
析等。善用新媒体传播手段，通过新媒体平
台发布案件信息、做好以案释纪释法等；通过
纪法微课堂、廉洁故事动漫等多种形式，便于
广大党员、干部经常性接受教育；在关键节点
推送警示教育信息、廉洁提醒、案例速报等。
以生动形象、易于传播的形式，进一步扩大警
示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警示教育作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承载着
哪些功能和作用？

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警示
教育中怎样用好案例这个“活教材”？

如何整合各类资源，拓展警示教育形式，进一步增强警示教育针对性
和实效性？

警示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如何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充分释放
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