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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音汇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 党 中 央 保 持 高 度 一 致

画里有话

路通百业兴
方楚鸿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李严

要 精 准 把 握 学

纪、知纪、明纪、守

纪的内涵实质和逻辑

关系，引导党员、干

部进一步强化纪律意

识 、 加 强 自 我 约 束 、

提高免疫能力，增强

政 治 定 力 、 纪 律 定

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始终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

原原本本学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四十九条规定，在重大

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

成不良后果的，给予相应处分。规定本条的目的是通过设定

严格的纪律规定，促进和保障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

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

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实际行动上。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章

总纲规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

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 规定，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党员是党的活动的主体，只有广大党员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确

保全党有统一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广大党

员、干部要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对照

党章党规党纪，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

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对于在重大原则问

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且有实际言论、行为或者造成不良

后果的，要严肃追究纪律责任。

（摘编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中国方正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简明读本》）

清风

当泡桐成为焦桐
桑林峰

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

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碑不自立，名由人传。如今，河南

省 兰 考 县 的 泡 桐 ， 被 当 地 百 姓 称 为 焦

桐。一字之变见深意，它体现了兰考人

民对焦裕禄的怀念和爱戴，也承载着焦

裕禄的政绩、政德和政声，彰显着焦裕

禄的风范、风格和风骨。

焦裕禄同志，一面精神的旗帜，一

座矗立在人们心中的丰碑。焦裕禄曾在

日记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革命战士，

就要像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

天 ， 还 是 在 冰 天 雪 地 的 严 冬 ， 永 不 凋

谢，永不变色；还要像杨柳一样，栽在

哪里活在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

要像泡桐那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

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松

柏”“杨柳”“泡桐”，正是焦裕禄一生最

生动的写照。特别是在兰考的岁月，他

把自己变成了泡桐，为群众遮风挡雨，

躬身治理“三害”，贡献了全部力量，直

至生命最后一刻。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打井，

后人汲水。当泡桐成为焦桐，它标注的

是民心这个最大政治，标示着焦裕禄经

受住了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焦桐

挺立，是无声的心碑，是共产党人初心

的展示，是焦裕禄精神的彰显。“百姓

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一个党

的 干 部 ， 把 热 血 乃 至 生 命 都 奉 献 给 了

这 片 土 地 ， 老 百 姓 怎 么 会 不 铭 记 他 、

感念他？

岁 月 流 逝 ， 精 神 永 恒 。 人 们 只 要

看 到 兰 考 一 片 片 焦 桐 ， 就 能 感 受 到 焦

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

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

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

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

操。

“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

留。”自古以来，为人民做事、为人民当

官之人，大都朗朗乾坤存正气，浩浩青

史留美名。事实上，很多事物是没有特

殊名称的，但正是有了先贤典范的为民

之心、利民之事，才让这些事物拥有姓

名、富有精神、光耀千秋。苏轼为百姓

修堤，那堤便成了苏堤；林则徐兴修水

利，那渠便成了林公渠；左宗棠植柳西

北，那柳便成了左公柳……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共产党人以

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

大政绩。在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干部坚

持人民至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艰

苦奋斗、无私奉献，其精神恒久地驻留

在天地间。今天，许多人看到木麻黄，

就会想起谷文昌；看到太行果树，就会

想起李保国；看到寿光杨树一行行，就

会想起王伯祥……这看到的哪里是树？

分明是人，是人的精神、人的政绩、人

的品格。由树想到人，是颂扬，更是认

可；是追忆，更是永恒。臧克家在 《有

的人》 中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优秀共

产党人就是这样，他们留下了政绩、传

下了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 大 人 不 华 ， 君 子 务 实 。” 金 杯 银

杯 ， 不 如 口 碑 。 泡 桐 成 为 焦 桐 启 示 我

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是口

号，而是行动；不在表态，而在表率。

马克思在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

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

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

时 我 们 所 享 受 的 就 不 是 可 怜 的 、 有 限

的、自私的乐趣。”这才是党员干部应有

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为 基 层 减 负 ， 重 在 实 效 与 长 效 。 各 级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要 在 常 态 长 效 上 做 文 章 ， 发 挥 制 度 建 设 管 长 远 作 用 ，

推 动 建 立 健 全 长 效 机 制 ， 巩 固 拓 展 为 基 层 减 负 成 效 。

要 注 重 推 动 从 “ 解 决 一 个 问 题 ”向“解决一类问题”延

伸，以点带面推进为基层减负。将“当下改”与“长久

立”相结 合 ， 督 促 举 一 反 三 、 建 章 立 制 ， 划 出 硬 杠 杠 、

定 下 硬 约 束 。 增 强 制 度 刚 性 ， 以 严 格 的 制 度 执 行 强 化

风气养成，防止形式主义问题反弹回潮。

（四川省简阳市纪委监委 刘长伟）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紧盯加
重基层负担现象，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督查
检查调研扎堆、工作过度留痕、任务层层加
码、“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持续发力整治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
主义问题，为干部减负松绑、激发干事创业
精气神。

让基层负担真正减下来，需要深挖病灶、打准靶心。基

层干部是减负成效的直接检验者，负担减没减、减得怎么

样，基层干部体会最深。要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深入

基层、下沉一线，多听“牢骚话”，细想“话外音”。把减负

的焦点对准基层干部反映最强烈的形式主义问题，了解基

层的真实现状，摸清困扰基层的难点及痛点问题，提出

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和解决办法。提升基层减负的精准

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加以解决，切实把减负做到基层

干部心坎上。加强动态监测，持续跟进监督，紧盯形式主

义新表现、新变种，及时发现、精准研判、靶向纠治，严防

“数字减负”“文件红头变白头”等隐形变异问题，确保减出

实效。

（河南省尉氏县纪委监委 石顺江）

减负是手段，增效是目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坚持纠树并

举，在为基层干部减负的同时，推动养成真抓实干、担当作

为的优良作风，使减负成果更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得实惠的工作实效。以先进榜样强化示范引领，加

大反面典型通报曝光力度，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党

员 干 部 实 事 求 是 、 恪 尽 职 守 ， 力 戒 形 式 主 义 、 官 僚 主

义。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梳理反对形式主义相关规

定，开展政策解读、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正确看待

“应尽之责”和“应减之负”，以担当尽责的实际行动种

好“责任田”。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澄清保

护机制，做实受处分干部回访教育，激励党员干部把精

力投入到谋发展、抓治理、促振兴上来。

（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纪委监委 朱云）

精准施治确保减出实效

纠树并举推动减负增效

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

当前，党纪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

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织开展好党纪

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权力观，

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

权。”开展好党纪学习教育，要精准把握学

纪、知纪、明纪、守纪的内涵实质和逻辑关

系，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

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

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

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学纪是知

纪、明纪、守纪的基本前提。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全面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必须学深悟透，努力掌握其精髓

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

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

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认真学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在 学 习 贯 彻 《条 例》 上 下 功 夫 见 成

效。要坚持逐章逐条学、联系实际学，抓好

以案促学、以训助学，加强解读和培训，推

动 《条例》 入脑入心，深化 《条例》 理解运

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握 《条例》 的

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

和行动。

知纪是学纪的基本目标。学习党规党

纪，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要把自己

摆进去，把底线划出来。要紧扣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进行学习思考，搞清楚党的

纪律规矩是什么，了解党的纪律要求，弄

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断加深对

党 的 纪 律 的 清 晰 认 知 ， 更 好 强 化 纪 律 意

识，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

明纪是在知纪的基础上，做到进一步

精准把握。这就要求对每一条纪律都要认

真 钻 研 、 学 深 学 透 ， 既 知 其 言 又 知 其 义 ，

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把 《条例》 为

什么修订、改了哪些地方、修订背后的考

量等弄明白。同时，自觉对照 《条例》 各

项 规 定 ， 把 自 己 摆 进 去 、 把 职 责 摆 进 去 、

把工作摆进去，及时发现问题、明确努力

方向、细化整改措施，真正使学习党纪的

过程成为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养的

过程。

学纪知纪明纪，最终是要形成守纪的自

觉。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必须坚持学用结

合、知行合一，把守纪融入日常、落在实

处。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时时严格自律，处处以身作

则，严格按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加

强干部监督管理，带动养成自觉守纪的好习

惯好作风，让党员、干部切实把遵规守纪刻

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底线不可越，纪

律不可违。对违反党纪党规的人和事要严格

追责问责，坚持谁碰了“高压线”、谁闯了

“红灯”，谁就必须受到惩处，确保党规党纪

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准确规范运用“四种

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准确把握政

策策略，精准规范问责，把从严管理监督和

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激励党员、干部守底线、敢担

当、善作为。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

策。这次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

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

措。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把纪律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纪律这把管

党治党的“戒尺”，自觉用党规党纪校正思

想和行动，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 图 为 湖 南 省 长 沙

市 长 沙 县 青 山 铺 — 开 慧

红色旅游专线。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 图 为 陕 西 省 汉 中

市 佛 坪 县 两 大 路 （两 河

口至大坪峪风景区）。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近日，河北武安白云大道、辽宁大连普兰店区快

二线、浙江龙泉西独线等十条农村公路入选 2023 年

度“十大最美农村路”。榜单里风光无限、生机盎然

的最美农村路既有红色旅游专线，也有“网红”骑行

路线，展现了各地独特的生态景观。

乡村要振兴，交通需先行。十年来，我国农村公

路建设取得亮眼成绩单，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约 250

万公里，截至去年底，农村公路总里程达 460 万公

里。各地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开展乡村全面振

兴工作的具体抓手，着力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农村公路，织密了乡村“毛细血管”，激活了乡村活

力“动脉”，大幅提高农村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

平，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依托便捷高效的公路交通网，一大批特色乡村经

济呈现出井喷式发展的态势。贵州榕江打造“村超”

IP，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当地产业实现转型升

级，当地群众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安徽泾县充

分发展文化电商，将文房四宝等周边产品辐射全国各

地；湖南怀化把乡村公路与花瑶民俗风情、自然田园

风光相结合，带来了“车在路上走，人在景中游”的

独特体验，引得游客流连忘返……农村交通条件的改

善，为“公路+旅游”“公路+农产品”“公路+体育”

等产业模式注入发展动力，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人才、

资金回流乡村，为乡村振兴发展聚集资源优势。

农村道路建设事关乡村产业兴旺，也是群众出行

的重要保证。继村村通水泥路、村村通客车、户户通

硬化路后，不少地方的村路边还建起了观景台和公路

驿站，以人文关怀赋予村路更多功能，真正让乡村公

路用起来、美起来，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一路通，百业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交通管理和

安 全 防 护 设 施 。 当 前 ， 多 地 因 地 制 宜 实 施 交 通 工

程 ， 延 伸 乡 村 路 网 、 加 大 建 设 投 入 、 完 善 管 养 机

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交通枢纽建设、统筹

监督力量，压紧压实各部门职能职责，为乡村振兴

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