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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当“太上皇”

手伸得老长

邓小平同志说过：“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
共产党。”那么在党内，谁有资格犯大错误？我看还是高级干部。高
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2013年7月11日、12日）

从大量案件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大多发生在担任一把
手期间。有的践踏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太
上皇”，手伸得老长，个人说了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处心积虑树
立所谓“绝对权威”，大有独霸一方之势。有的人被查处后讲：“我的
一个批示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可以让亲朋好友获取好
处，可以让一个人改变处境，可以办事顺利、一路绿灯。”有的人就
反省说，省委领导对地市一把手多是给政策，多是鼓励，而少有严
格要求，少有监督；同级和下级根本不敢监督一把手，这就造成一
把手权力失控。一把手位高权重，一旦出问题，最容易带坏班子、搞
乱风纪。一把手权力集中，受到的监督很少，遵章守纪基本上靠自
觉，这样能不犯错误、不出问题吗？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
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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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
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
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
就是要严一些，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
讲话》（2015年3月5日）

侵害群众利益的事

一定不要护着掩着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在出现侵害群众利益、违反
党纪国法的事情时，一定不要护着掩着，要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
有的干部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你去护着他干什么？很
多事情，开始很小，结果越闹越大。有的同志可能是怕影响政绩、
影响形象。我这里说清楚，如果出了问题，情况清楚并且是明显错
误的，有关党委必须第一时间表明态度，对护着掩着的反而要追
究责任。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
“牛鼻子”抓没抓住。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
于软现象，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各级党委

（党组）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
事、应尽之责，真正把担子担起来，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党委（党
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亲自部
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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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屁股摸不得

是不行的

纪检组长要一心一意履行监督职责，不要分管其他业务，如果
都“打成一片”、混成一锅粥了，还怎么行使监督职责呢？对党风廉
政方面的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
理就是渎职，那就要严肃问责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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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干部越是位高权重，越要受到严格管理和监督，老虎屁股
摸不得是不行的。选人用人和管人不能偏废。现在的一大问题是选
人的人不管人、不监督人，有的党委不管监督，干部一出事就把挑
子撂给纪委，这是不行的。党委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要选
对用好干部，更要管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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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纪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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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象牙牙塔塔内内反反腐腐
一一本本院院校校占占66成成
2015年中纪委通报53名高校领导受查处

高校反腐年底集中“结果”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共
通报了34所高校的53名领导。
其中，11人被“双开”，6人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8人受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16人正接受组织
调查。

从通报频率来看，平均每
周就有一名高校领导被通报。
其中，通报最频繁的是2015年
12月，共通报了12人，11月是10
人，1月是9人。

从通报的高校所属的省份
看，已经有20个省份的高校被
通报。其中，被通报人数最多的
是北京，2015年有18人被通报，
约占全部被通报人数的34%；其
次是黑龙江和四川，各通报了4
人；再次是陕西，通报了3人。山
东高校则有2人被通报。

北大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
主任庄德水指出，2015年以来，
教育部对高校进行了内部巡
视。2015年10月31日，中央第八

巡视组又对教育部开展了专项
巡视工作。此外，中央在对教育
部进行巡视的同时，也对直属
高校进行了延伸监督和突击检
查，对违规违纪现象一旦发现
严惩不贷。因此年底的11月、12
月就成为了违规问题的集中通
报期。

至于被通报高校大多位于
北京，则比较好理解。因为北京
高校集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自然更大。

985、211院校占四成

对被通报的高校进行分类
可以看到，2015年一本院校一
共有33人被通报，约占总人数
的62%，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
区。其中，985、211院校有21人，
约占被通报总人数的40%。中南
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中央音乐学院等知名院校
“榜上有名”。

另外，二本院校有13人被
通报，高职高专院校有7人被通
报，分别占被通报总人数的25%
和13%。

庄德水认为，越是知名的

学校，掌握的办学资源就越多，
人财物也最为集中。它所拥有
的体量和资源也高于普通院
校，因此出现腐败的可能性也
比其他院校多一些。这是和高
校所处的地位和制度监管直接
相关的。

6人倒在车房等“小节”上

在2015年被通报的53名高
校领导中，已经被查处的有37
人，仍有16人在接受调查。在已
经被查处的37人中，单纯因“利
用职务便利收受钱款”被通报
的有10人，约占被查处总人数
的27%。此外，还有6人在“利用
职务便利、收受钱款”的同时还

“与他人通奸”，造成了恶劣影
响。

2015年高校领导被查处的
原因也是越来越多样。有2人因
为违规兼职取酬被查处，有3人

因为违规超标用车或办公用房
超标被查处，还有1人因为违规
为其女操办婚礼被查处。这反
映出高校反腐的利剑指向领导
日常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

除了个人违规原因被通报
的，2015年被通报的高校领导
中还有10人是因监督、管理不
严而被通报。另外，还有5人由
于“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被查
处。这15人虽本人无贪污受贿
等违纪行为，却在监督管理或
接受调查过程中出现责任缺

失，约占被查处总人数的41%。
这也体现出高校反腐的新方
向，有利于敦促高校领导加强
监管，履行好分内职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说，如果说之前的重点
是查处违法犯罪问题，那么现
在则是将“关口前移”，反腐在
朝纵深方向推进，把触角伸向
基层，伸向师生身边的腐败问
题，比如办公面积超标、公车使
用、婚丧嫁娶等。

据新华社

2015年12月，12名高校领导被教育部通报。一时间，“你们学校领导有问题
吗？”成为校园内的谈资。

过去一年间，“象牙塔中的腐败”频频曝光。梳理可见，2015年平均每周都
有一名高校领导被通报，其中一本院校的领导犯事最多。

2015年高校反腐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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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做、天在看”

“天”就是党和人民

巡视发现问题要深挖线索、顺藤摸瓜，既要叫板，也要较真。
发现了问题，查处要到位，如果迂回而过，发现了跟没发现问题一
样，或者发现了解决不了，还不如不巡视。人们常说，“人在做、天
在看”。“天”是什么？“天”就是党和人民。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的
监督起作用了，制度不是稻草人，效果就出来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的讲
话》（2015年6月26日）

好的法规制度如果不落实，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手
册里，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不仅不能产生应有作用，反
而会损害法规制度的公信力。我们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
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
制度等现象。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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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报的问题主要是？

10人

6人

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收
受钱款

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并与
他人通奸

10人 监督管理不严格

5人 提供虚假情况和材料2人违规兼职取酬

3人
违规配公车或办公用
房超标

1人违规为女操办婚礼

16人 仍在接受调查

哪个省份的高校“蛀虫”多

哪类高校最易滋生腐败

北京
18人

四川
黑龙江
4人

陕西
3人

吉林、山东、河北、
安徽、湖北、广东、

贵州、重庆
2人

辽宁、河南、浙
江、福建、广西、
湖南、江西、新疆

1人

一本院校
（其中985、
2 1 1 有 2 1

人）

二本院校 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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