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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知道“自己有钱也不能挥霍性消费”后

富富二二代代公公务务员员4400万万豪豪车车不不敢敢开开

本报记者 陈玮 马云云

党员不能搞奢靡、享乐之风，用自己的钱进行高标准或者挥霍性的消费，也不被允许。
奢靡的标准是什么？之前买的奢侈品怎么办？家属可以买奢侈品吗？对此，专家一一进

行解读。

噪花自己的钱买奢侈品，忘了“吃苦在前”吗？

聊城市某市直机关公务员
冯文这几天正在参加单位组织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学习，大家普遍反映印象最深的
就是第126条，党员在生活中陷
入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
趣味，并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给予纪律处分的规定。“因为
跟自己关系最大。”

“奢靡之风和享乐之风，
是党员中存在最普遍的不良
作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说。
在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不
少出入于高级会所，比如广州
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曾出入的

白云山风景区，最低消费为
8800元，餐厅甚至有自己的农
场，足有600亩。

但是让冯文最在意的是
中纪委对条例的解释。中央纪
委副书记张军在中纪委网站
接受在线访谈时表示，党员干
部用自己的钱进行高标准或者
挥霍性的消费，党组织不能不
管、不能不予过问。“花自己的
钱享受，有啥不行？”冯文说。

“用自己的钱享乐，有两
种情况。“毛寿龙表示，一是通
过受贿等不正常渠道获得的
钱财进行享乐。比如天津石滨
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原

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政山用索
贿钱款订购豪华庭院式别墅，
建造私家花园，这就牵扯到违
纪违法行为。二是用自己的钱
进行奢靡享乐行为，毛寿龙
说，以大操大办宴请、使用名
牌奢侈品最为典型。《解放军报》
曾刊文批评这种现象：有的贪图
享乐、生活奢靡，吃饭上档次、衣
服穿名牌、住大房、坐好车；有的
特权思想严重，随心所欲、无所
顾忌。对此，张军认为，生活奢
靡、贪图享乐主要指党员背离
了党章要求的“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的义务和《廉洁自律
准则》“尚俭戒奢”的要求。

噪奢靡咋衡量，拿出来大家一评判就知道

“什么叫奢靡，标准是什
么？”冯文说，最近大家也在讨
论这个问题。张军认为，不能
超过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
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条
规定的核心，就是“造成不良
影响”。比如去年5月20日，泰
安市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办事
处大白峪社区原党支部书记
兼居委会主任唐继和儿子大
婚，唐继和在本市最豪华的五
星级酒店运丰大酒店开席53
桌；23日，又在瑞丽酒店摆酒，
补请未参加婚礼仪式的朋友
和同事，共开席14桌。此外，还
有绵延的奥迪婚车车队，婚礼

前后共收受礼金30多万元，其
中包括收受管理服务对象17
万多元。明显超过了当地正常
生活消费水平，在百姓之中引
起非议。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差
异，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标准在时间维度上也会动态
变化。”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
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行政
学院电子政务系系主任于君
博说，但作为“为人民服务”的
公务员，哪些层次的产品和服
务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哪些是
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的，在
很多情况下，大家对标准的判
断是有共识的。

冯文有些纳闷，作为党
员，还能不能出国旅游，能不
能送子女出国上学？“这些并
不是大部分人都能消费得起，
算不算奢靡呢？”对此，竹立家
说，“现在普通老百姓也可以
出国旅游，也能送孩子出国留
学。但是在这个出国旅游的范
围内，如果出国豪华游，花十
几万，那肯定就是不允许的。”

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孙
黎海认为，奢靡标准实际上衡
量起来并不难，只要做一个假
设，假设把党员干部的某些消
费行为拿出来让大家评判，大
家认为是不合适的，那么就造
成了不好的影响。

噪以党员身份露面时，已买的奢侈品最好别再用

公务员辛会强透露，八项
规定之前，有的人喜欢讲排
场。“到下级单位去检查，陪同
人员往往不少，主要领导、分
管领导、对口部门的工作人
员、再安排些比较熟识的，有
时候上级去两个人，陪同的可
能就有五六个。”辛会强说。

他分析，并非大家都喜欢
这样高接远迎，这其中有些微
妙的东西，“一方面是为了表
示重视，有什么特殊情况便于
沟通”，而另一方面也有攀比
心理，“比如去两家同样级别
的单位检查，一家表现得相当
热情，另一家则显得冷冷清
清，后一家就会担心上级单位
不高兴？”辛会强认为，这实际
上是一种变相的人情贿赂。近几

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明显改观，
尤其有了接待标准后，大家就按
照标准来，招待酒席等情形也已
经销声匿迹，这倒让他和同事们
轻松了不少。

在冯文看来，领导干部的
浪费之风刹住了，下面的一般
党员，生活还是有些铺张。“有
些在基层工作的公务员，家庭
条件不错，很多开的车比公车
都好，买的衣服都是大牌。而
且八项规定对他们影响不太
大，没人给他们送礼，基本都
是自己花费。”

然而，条例学习之后，也
有了一些微妙的影响。刘明是
某市直部门的一名科员，他的
父母经营一家公司，最近更换
的车达到40万左右。“我级别

比较低，觉得开好车没什么，
反正我就是喜欢车，也不是为
了显摆。”刘明说，“可能会把
车送回老家吧，跟我爸换车
开。”冯文透露，一个在街道办
工作的同学也不再买奢侈品
了。“他爸爸是个处级干部，买
了对家人影响也不好。”

对于之前购置的奢侈品，
党员应该怎样处理比较好呢？
对此，竹立家认为，应该通过
一定方式处理掉，或者收起
来，不要穿戴。毛寿龙认为，在
公共场合或者工作时间，不应
该再继续使用。“如果在小范
围，比如家庭聚会，过年过节，
热闹一下，穿戴一下奢侈品应
该是可以的，但是以党员身份
露面时，就不应该再使用了。”

噪家人奢靡，领导干部也负责任

中纪委表示，领导干部用
自己的钱进行高标准或者挥
霍性的消费，也不被允许。有
人就提出，领导干部作为党员
要遵从党纪政纪，但对家人能
不能“网开一面”？专家认为，
与一般家庭不同，花钱不是党
员干部一个人的事，他们家人的
行为也应当受到关注，“不仅要
管好自己，领导干部对家人的奢
靡行为也负有责任。”竹立家说，
这就涉及到领导干部的家风。纵
容家人奢靡成风，很可能为权
力变现提供空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
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认为，家风
是养成人格最原初的氛围，尤
其是孩子。良好的家风，可以

让美德传承下去。家风的标
准，应该有健康的导向，比如
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一个良好的导向。
他同时谈到，家风容易停留在
口号阶段，在落实上，除了倡
导正确的价值观，个人也要起
模范作用。

在家庭中，这个模范作用
自然要落到党员干部肩上。与

《条例》同时印发的《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首次提到，

“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
好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
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
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这
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中纪委监
察部网站专门推出“中国传统

中的家规”专栏，以正风气。
而那些因为管不好家人，

甚至和家人一起腐败的反面
典型并不少见。近的看，在对
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
委 会 原 主 任 周 本 顺 的 通 报
中，直指其“家风败坏”，家风
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远一些的，如国家能源局原
局长刘铁男，他把儿子介绍
给有求于自己的私企老板，让
人“带带”儿子做生意，“老子
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最
终，这台荒唐的“父子二人转”
终于谢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
文、辛会强、刘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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