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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统计，在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
的1993年到2002年间，共有数十名省部级官
员受到查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
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
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
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
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
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
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
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
导人的纪录。

根据中纪委巡视官员披露，成克杰案是
在尉健行的领导下突破的，调查组在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就将成克杰受贿4100多万元的问
题全部查清。成克杰此后心悦诚服地说：“中
央纪委办案组做到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

也对我本人负责，我心服口服。”
胡长清曾任江西省副省长，1999年9月被

查，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亲自过问此案。
2000年3月8日，因贪污受贿且数额特别巨大，
胡长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
的副省级高官。

多年后，王岐山曾经说过一段关于尉健
行反腐的往事：“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
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
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
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
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
店关张了。”

如今，王岐山执掌中纪委，纪委工作人员
蹲守饭店抄车牌已成为反腐利器。尉健行可
谓开此反腐方式之先河。

任内打数十只老虎，巨贪成克杰称“心服口服”

督办大案要案的同时，尉健行也重视从
制度上、源头上遏制腐败。

在其反腐著作《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中，尉健行写道：“我们大量的精力是
放在遏制已经发生的腐败现象上，发生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
只抓遏制已经不够了，必须花相当大的精力
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治理。”

尉健行1993年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
大力推动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 把
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
起来，让中纪委和监察部“一班人马、两块
牌子”从而理顺党政监督关系。此举强化了
中国共产党的纪检工作和行政监察机关的
职能，是中国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
革。

除了“合署办公”，尉健行任内中纪委
还建立、完善了巡视制度。根据检察日报报
道，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工作
人员向领导写信提出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
巡视制度的做法，此信引起了中纪委官员的
重视，最后得到了尉健行的签阅。

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作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
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从而启动
了巡视制度。同年，中纪委就派出了7批巡视
组，对18个省(区)和部位进行了巡视。

2002年，“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
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写入十六大报告。
次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
立，这就是后来的“中央巡视组”。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推动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成立巡视组

学生时代

引导解放军进沪

1931年1月，尉健行出生于浙江省
新昌县城关镇水弄堂一户教师之家。
童年的尉健行聪颖好学，五岁从父亲
那里开始识字。幼时家中生活清苦，买
不起时钟，他只能凭窗外亮光判断上
学时间。

童年时代，尉健行的衣服小了，母
亲就接上一截继续穿。他喜欢穿草绿
色衣服，家中买不起绿布，母亲想了个
办法，叫他到山上采摘来一篮嫩树叶
捣烂，榨出绿色汁液，浸染当地自产的
白色土布，变成“绿衣服”。

1937年抗战爆发，新昌沦陷后，父
亲任教的学校也被迫迁往邻县天台山
万年寺中。为不使尉健行辍学，父亲把
他带到万年寺继续读书，尉健行在大
山深处度过了一段更艰苦而难忘的求
学生涯。

1947年，尉健行在上海开办棉纱
厂的舅舅支持下，进入上海光华大学
附中继续读书。在棉纱厂工人中的地
下党员引导尉健行靠拢党组织，介绍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尉健行经常
组织学生开展活动，与反动势力展开
斗争。上海解放时，他与同学一起引导
解放军进城，参加接管城市的工作。

留苏归来

从工厂踏入政界

解放后，尉健行进入大连工学院
(现称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
专业继续深造。在1952年毕业后，尉健
行在抚顺俄语训练班学习了一年时
间，此后1953年至1955年，赴苏联乌拉
尔卡明斯克铝加工厂学习企业管理。

留学归国后，尉健行到国营东北
轻合金加工厂工作，开始了25年的专
业工作生涯，从副科长、科长、车间主
任，一路升至厂长办公室主任、厂生产
总指挥、厂党委常委。“文革”期间，尉
健行被下放车间劳动。1970年恢复工
作后，陆续在该厂担任生产部部长、厂
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常委、厂党委副
书记、厂长、厂党委书记等职务。

1980年至1981年，尉健行在中央党
校一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从此
踏上政途。1981至1983年，尉健行任哈
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1983至1984年
又调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党组副书记。

任职中组部

提倡“组织部谈话”

1985年，尉健行任中组部部长。中
组部一直是外界眼中最神秘的机构之
一。该部门的工作人员极少在公开场
合露面，在工作场合，与被考察对象谈
话也不苟言笑。

尉健行曾介绍，为了考察一名正
部级干部人选，被中组部约谈的对象
有时可以达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
对象工作过的单位都要去，有工作关
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点的问题都
要想办法解开。”他说，熟悉干部是组
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
谈话。直到今天，“组织部谈话”都是一
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情。

1986年，监察部恢复。从1987年至
1992年，尉健行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
记。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
新一任中纪委书记。1997年的十五大
上，尉健行连任中纪委书记，并当选为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

早年接触革命思想

从厂长走到常委

尉健行在京病逝，享年85岁

肃肃贪贪十十年年
打打虎虎先先行行

1983年，原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高
级工程师尉健行 (右 )，当选哈尔滨市
长。(资料片)

要逐步建立领

导干部廉洁方面的

监督约束机制，做到

标本兼治。要加强对

廉洁自律的监督，做

到严格要求，严格检

查，严格执纪。
——— 1995年中纪

委五次全会

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
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
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
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
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
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原
主席尉健行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5年8
月7日8时在北京逝世，
享年85岁。

1992年，十四大召
开，尉健行接棒乔石，
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
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
大上连任。

一上任，他就推动
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
合署办公——— 于1986
年恢复的监察部，从此
与中纪委“一班人马、
两块牌子”。这一举措
将党的纪检职能和国
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
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
督关系。

中纪委书记身份空降北京，查处陈希同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一篇仅165个字

的消息犹如平地惊雷：“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
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事后人们得知，当年4月5日下午，在北京
市怀柔县一处果园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宝
森饮弹自尽。其所用的枪是2月份向公安局要
来的，理由是北京治安状况欠佳，需要自卫。

在王宝森畏罪自杀的次日，陈希同即向
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但未获通
过。在随后的20天里，陈希同三次向中央提出
辞职，均未得到批准。

4月27日，中央书记处同意陈希同引咎辞
职，决定由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接替陈希
同的工作。

尉健行一到任，就明确表示：要坚决、积

极地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清陈希同的问题
和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案件，不管涉及到什么
人都要查清，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样，
才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随后中纪委迅速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
查，于1997年查明其存在侵吞贵重物品、腐化
堕落、谋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报中
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陈
希同于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院以贪污
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陈希同落马后，尉健行表示，陈希同和北
京市的一些干部的堕落真是触目惊心！他们
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一百倍！这些人
吃喝嫖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这样
高级的党政干部腐化堕落到这个地步，非常
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2002年3月，尉健行出席人大黑龙江团审议会，强调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反腐败形势，
进一步坚定反腐败信心，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取得反腐倡廉新的成绩。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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