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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建伟
实习生 魏光亮 整理

两天后将召开
中纪委全会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
同意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6
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
会议上强调，主要任务聚焦到
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这“四风”问题。

八项规定出台两年、“四风”
问题提出一年半之后的2014年12
月，央视一套黄金时间连续四天
推出电视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该片系统回顾了中央八
项规定实施两年来党风政风改
进、社风民风转变的重大成果。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
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永远在路
上》专题片再次引爆荧屏。由于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重点聚焦

“全面从严治党”，这部专题片
的播出恰逢其时，既警示为官

者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也
让广大百姓看到了我们党反腐
败的坚定决心。

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反
腐“打虎”之战到了比较密集的
宣判阶段。1月6日-8日，十八届中
央纪委七次全会就要召开，今年
下半年，党的十九大也要召开。

这三部专题片都是由中央
纪委宣传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
制作的，采用大量详实的第一手
材料。此次《打铁还需自身硬》专
题片摄制组，先后赴15个省（区、
市），采访了30多名纪检监察干
部，拍摄了十多个案件，从3日到
5日，专题片共分三集，分别为：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严防“灯
下黑”》《以担当诠释忠诚》。

内容各有侧重
从党风到制度建设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主
要聚焦作风建设，既对话违纪人
员，感受他们的反思痛悟，也倾
听专家学者的声音，洞察作风之
变背后的深层律动。近百名受访
者中，还有腐败分子身边人、会
所服务员、举报人、暗访记者和
纪检监察干部、普通群众等，不

同观点、多元视角，全景式地呈
现“作风建设在路上”这两年来
不平凡的历程。

《永远在路上》系统全面地
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
从严治党提升到“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高度，着力构建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此次的《打铁还需自身硬》
则主要聚焦纪检监察队伍建
设，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纪
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坚决清理门户，严防“灯下
黑”，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体现“打铁
自身硬、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
韧劲。

反腐电视专题片既是一份
反腐斗争的成绩单，也是一部振
聋发聩的反腐教材。可以说，以
电视专题片这种方式如此详细
地公开反腐成果，我们看到的是
中央在以行动兑现反腐“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的承诺，看到
的是党中央的反腐决心。反腐专
题片之所以受到欢迎，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勇于披露此前公
众所不知的高官贪腐细节，本次

《打铁还需自身硬》更是自曝家
丑，让我们看到了中央反腐败猛
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
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纪委不是保险箱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各级纪委也要解决好‘灯
下黑’的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
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
呢?这个问题也要探索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给纪检监察
干部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做
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这是全社
会都关注的问题，也是纪委必
须回答的问题。

王岐山指出，信任不能代替
监督，监督别人首先要自己过
硬，己不正，焉能正人？用铁的纪
律打造全党信任、人民信赖的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

正人必先正己。2014年3月，
中央纪委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室，这个部门的职能，就是专
门监督自己人。设立干部监督
室，手电筒不但要照别人，也照
自己。目前，除了中央纪委，所有
省一级纪委、大多数市一级纪委
都已经设立了干部监督室，县一

级纪委已经做到有专人来负责
内部监督。中央纪委明确要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一旦发现问题
线索，无论涉及哪一级干部，有
案必查、绝不姑息。

中央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室主任刘爽说，纪检系统的
干部，原来都觉得到了纪委就
进了保险箱，不会有人管。通过
成立这样的机构，实实在在地
查处的动作，实际上就让纪委
的干部切实感受到现在是有人
管、受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
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
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
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5000人
次，组织处理2100余人，处分
7500人。这些数据印证着谁来
监督纪委命题的必要性，也显
示了中央纪委不回避问题、清
理门户的决心。

中中纪纪委委再再出出专专题题片片““自自曝曝家家丑丑””
广东一纪委干部家里光虫草就200多斤

收钱后关照商人
用红机打电话过问

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
原主任魏健在多个岗位担任过
领导职务，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
等多起大案要案。

经过调查，魏健涉案总金
额达数千万元。向魏健送钱送
物的人员达到一百多人，其中
既有官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
也有同乡。

向魏健输送钱财最多的一
名老板是四川商人宋志远，金额
达到上千万元。当时他想在四川
上马一个项目，希望能获得当地
政府支持。魏健立刻给当时担任
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
的李春城打了一个电话。“我在
这个位置上联系省里领导比较
当事儿。没有多想，拿起红机就
打电话，顺水推舟能做又不违反
大原则，可能这个事儿都买账。”
魏健说。

魏健只是打了一个电话，
宋志远的项目就迅速得到了推
进。“给李春城打了招呼以后，
过了两三天，我们县委书记给
我打电话了，就问了我，老宋，
你这个项目我们不是在支持
吗？你怎么找到北京去了？就这
样就推动快了，马上签了协
议。”宋志远说。

魏健先后联系过多个地区
和部门，而他打招呼帮人办事，
也遍及联系过的十多个省区市，
四川正是他联系过的地区之一。

“联系的这些省区市，这些领导
也都很在意，特别你又是主任。
他们这些老板，知道你到了中纪

委了，你肯定跟下面说话管用。
我自己心里一贪念，一念之间也
就要了。”

给开发商牵线搭桥
三折买房作回扣

天津海河边有一幢十分醒
目的楼盘，名叫君临天下。在这
幢楼里，有中央纪委的干部以三
折的低价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
房产。

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纪检
监察室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
监察专员，从该开发商手中先
后低价购买了四套住房、两间
商铺，而他则在自己联系的天
津地区多次为该开发商提供帮
助。罗凯通常并不直接向地方
官员提要求，而是通过饭局把
该开发商介绍给官员认识，大
家就彼此心照不宣了。“把别人
请来，目的就是显示我们俩之
间关系好，知道咱们的关系，肯
定会照顾的。”

翻开罗凯的案卷，金条、名
表、珠宝……商人赠送的礼品琳
琅满目。这些贵重礼品足以告诉
人们，他们只需在饭局上出个面，
就能为商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不少落马的纪检干部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商人和官
员中间扮演牵线搭桥的角色。为
什么商人不去直接找分管部门
的干部，而是想办法结交纪检干
部，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罗凯
其实心里都清楚。“纪委的工作
有一个特点，各个部门它都能联
系到，它都有可能通过工作关系
认识各个部门的人，又是个监督
单位。”

当一把手35年
开口基本没人反对

2014年，广东省化州市纪委
书记陈重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
立案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发现
了广东省纪委原书记朱明国和
省纪委副书记钟世坚涉嫌违纪
的线索。

陈重光连续几年借朱明国
回乡扫墓的时机来看望他，送上
的礼金累计达到 400 万元，朱明
国也只是客气几句就收下了。而
陈重光也通过朱明国，当上了化
州市纪委书记。

“当一把手35年，我的体会
是如果你一把手开口了，基本上
没有人反对。”朱明国正是凭借
这样的特权疯狂敛财。他收受各
项财物价值共1.41亿余元，另有
9104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
源。2016 年 11 月，朱明国被判
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被陈重光案牵扯出的另一
名纪委干部，是广东省纪委副
书记钟世坚。

别人送他的酒有上千瓶，就
放在家里，家里光虫草就重达
200多斤。好多现金都是成捆的，
就从来没打开过，收了就放在那
儿，印章还有上世纪90年代的。
自从他收了人家送的第一笔钱
开始，相当于埋了一个定时炸弹
在自己的身边，所以他一直以来
都是心里惶惶。

终于，在 2014 年，这颗定时
炸弹因为陈重光案被引爆。“其
实我也担心再深挖，就挖到自己
这里来。”钟世坚说。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中中纪纪委委三三部部专专题题片片，，全全都都踩踩着着重重要要节节点点

3日，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
片《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央视一套播出。电视专题片共分三集，主
要聚焦朱明国、金道铭、魏健等十余名严重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
干部，剖析他们的违纪违法行为和思想蜕变过程，展示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纪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坚决行动。

嗷~夜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中纪委推出的第三部反腐大片了，前两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和《永远在路上》一经推
出，便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纪检监察系统也非净土，少数纪检监察干部没能经受
住考验，由执纪监督者蜕变为腐败分子，教训深刻。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还有两天就要召开了，中纪委在这样一
个重要节点上“自曝家丑”，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魏健用红机打电话给李春城要求关照他人。

钟世坚收受了200多斤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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