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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党纪部分论述首次公开

干干部部乱乱评评乱乱议议
现现象象比比较较突突出出

规矩有无明文规定

党的干部都应该懂

党的规矩总的包括什么呢？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
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
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
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
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
传统和工作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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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3日）

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
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
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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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3日）

当前主要挑战

是党的领导弱化

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
弛。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甚至会断送我们党和人民的美好未来。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
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
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

年10月8日）

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
反政治纪律。如何防微杜渐？要从规矩抓起，要有这个意识。有些干
部聚在一起，搞个同乡会、同学会，一段时间聚一下，黄埔一期二期
三期的这么论，看着好像漫无目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要结
交情谊，将来好相互提携、互通款曲，这就不符合规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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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3日）

有的人捉到所谓内幕

就到处私传

在一些干部中，乱评乱议、口无遮拦现象比较突出。如果造谣生
事那是违反党纪甚至违反国法，但这些人就是在那儿调侃，传播小道
消息，东家长西家短乱发议论，热衷于转发网上不良信息，甚至一些
所谓“铁杆朋友”聚在一起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
息，四处寻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捉
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对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
有的高级干部就在背后说查人家干什么，做了那么多工作，就这一点
小事就要抓住不放，显得忿忿不平的。情况是这样吗？看看那些人写
的忏悔录，哪个人是冤枉的？虽然这只是不负责任地传播消息、发表
议论，也不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但其腐蚀性、涣散性也是非常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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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3日）

有的干部病危了

组织还不知道

有的干部脱岗离岗了，不向组织汇报，借口说有些是私事，应
该有“自由空间”。我在地方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
么事。很多地方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到节假日就不见了，到外地去休
假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放得下心？一旦有个什么事怎么办？当
领导干部就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尤其要自觉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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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3日）

有的同志有重病不报，对所有人都隐瞒了，最后病危了组织还
不知道，场面上的工作都干不了了，但就是不说，最后命都给耽误
没了。有的子女家属长期在国外也不报告，在国外定居的按规定要
报告，但他们也不是正式定居，就觉得可以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
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
弄了很多证件，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
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情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
不可告人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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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3日）

据中纪委官网

去去年年打打下下3377““虎虎””
三三成成是是一一把把手手
反腐节奏不仅没放缓，领域还越来越广

由中纪委、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严明
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
次公开发表。1月1日、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分两期摘登
了书中首次公开发表的内容。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先后发布了37条中管干部接受
组织调查的信息，每个月都有“老虎”落马，总人数上与2014年的38人大抵相当。

回顾这些“老虎”落马前后的信息，不难看出，“十八大”三年来，反腐节奏不
仅没有变缓，力度还越来越大，反腐领域越来越深入。

从分布领域看，接受调查的
37位中管干部分别来自地方、中
央国家机关和中管企业。

在被调查人数较多的11月
份，这种情形体现得十分明显。
该月共有7名中管干部接受调
查，其单位和领域各不相同，来
自地方的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
府副主席白雪山，上海市委常
委、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副
书记吕锡文；来自中管企业的有

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南
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司献民；
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有证监
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中国
民用航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
来振。

数据的背后，是中央“有腐
必反、有贪必肃”的坚定立场，是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
态度，同时也反映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正在向纵深推进。

央、地、企三领域全覆盖

2015年查处的领导干部中，
正担任“一把手”的有13名，超
过1/3。分别为杨卫泽、景春华、徐
建一、廖永远、王天普、余远辉、周
本顺、杨栋梁、邓崎琳、苏树林、朱
福寿、司献民、常小兵。其中首次
出现省委书记（周本顺），省长（苏
树林），还包括1名中央国家部委
正职领导（杨栋梁），2名省会城市
市委书记（杨卫泽、余远辉），1名
省委秘书长（景春华），7名央企领
导（徐建一、廖永远、王天普、邓崎
琳、朱福寿、司献民、常小兵）。

值得一提的是，接受组织调
查的37名中管干部，有些被查

时虽没有担任“一把手”，但绝大
部分此前都曾在关键岗位任职，
担任过各级“一把手”。

在一个班子中，一把手尤为
重要，决定着一个地方或部门的
政治生态，必须作为重点关注的
对象，这样才能以点带面，促进

“两个责任”的具体化和深化。对
问题严重的一把手，哪怕是难办
也要先办。只有把一把手看住了，
把领导班子建设好了，一个地方
和部门的风气才能正起来。同时
还要掌握好后备干部、即将进入
党政领导班子的干部情况，不能
出现“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首次有省委书记、省长落马

2014年发布的被查中管干
部，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共计7
人、中管企业共计2人；2015年，
两项数据分别增至10人和9人。
探究背后原因，一个绕不开的
关键词是：巡视。

十八大以来的8轮巡视，实
现了对地方、中管央企和金融
单位的巡视全覆盖。2015年，中
央巡视组巡视了43家央企和21

家金融单位，另外还包括17个
中央国家机关。

接受调查的9名央企高管，
其中6人所在企业于2015年接
受巡视，分别为中石油、中海
油、中石化、武钢、中国电信。

进入2015年以来，金融领
域反腐动作不断。接受中央巡
视组巡视的金融单位中，证监
会被查处2人。此外，作为2015

年被巡视的单位之一，民航总
局也被查处了1人。

据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央
纪委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中，
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移交的问
题线索查处的。

除了上述37人，还有一些
中管干部因其违纪程度不同，
分别受到了警告、严重警告等
纪律处分。 据中纪委官网

一半以上线索来自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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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被查的中管干部

杨卫泽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马 建 国安部副部长
霍 克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陆武成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斯鑫良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许爱民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景春华 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
栗 智 新疆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仇 和 云南省委副书记
徐建一 一汽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廖永远 中石油总经理
徐 钢 福建副省长
钟世坚 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
吴振芳 中海油原副总经理
冷荣泉 中国电信原副总经理
王天普 中石化总经理
余远辉 广西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
肖 天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乐大克 西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奚晓明 最高法副院长
周本顺 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力军 环保部原副部长
谷春立 吉林副省长
杨栋梁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
邓崎琳 武钢原董事长
张育军 证监会主席助理
张乐斌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
苏树林 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朱福寿 东风汽车总经理
司献民 南航总经理
白雪山 宁夏区政府副主席
艾宝俊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吕锡文 北京市委副书记
姚 刚 证监会副主席
周来振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盖如垠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常小兵 中国电信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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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每月
都有“老虎”
落马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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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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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 ■其他

■中管央企 ■中央国家机关 ■地方

一把手所占比例

2015接受调查中管干部分布领域

（下转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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