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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贪蚁腐”，危害甚深。盯上“校

园 餐 ”，挪 用 资 金 ，从 孩 子 口 中“ 夺

食”；视“保命钱”为唐僧肉，侵吞低保

资金；靠医吃医，收回扣、要红包、套

取医保……类似不法行为，损害了老百

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持续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把整治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

任务常态化地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

“苍蝇”露头就要打。对于微腐败，

就要有无微不“治”的决心和行动。从

深入整顿医药领域乱象，到治理农村集

体“三资”领域腐败问题，再到纵深推进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国家监察委员会

前不久发布的报告显示，党的二十大以

来，全国监察机关已查处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76.8万件、处分62.8万

人，移送检察机关2万人。

拍蝇除害，令人拍手称快。也应

清醒认识到，反腐惩恶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涉及面广。如

何更好惩治“微腐败”？需要顺应形势

变化、因应“微腐败”特点，有新思路、

用新办法。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惩治“微腐

败”，应在推进政务公开、财务透明方面

持续下功夫，让小金库、潜规则无处遁

形。比如，针对村集体资产管理乱象，

河南新密市将村组“三资”数据纳入平

台记账，确保租金去向明了；浙江义乌

市建立“村级项目招标公信平台”，保证

项目全程挂网、留痕可查。将监督关口

前移，开灯取光、破壁透明，就能驱散迷

雾、直击要害。

向制度要力量，不断织密制度之

网，减小经纬之间的罅隙，才能打得稳、

捉得准、拍得狠。从制定实施中央八项

规定，到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再到印发《关于加

强基层纪检监察监督的若干意见》……

制度之网越织越密，刚性越来越强。

各地也因地制宜，不断创新举措。

甘肃临泽县建立完善药品采购供应管

理、医院药物临床使用管理等制度，从

源头筑牢医疗反腐堤坝，让群众“少花

钱、看好病”；四川营山县督促市场监督

管理所与个私协会“五分离、五规范”，

切实纠正混合办公导致的“搭车收费”

问题。强化刚性约束，不留“暗门”、不

开“天窗”，腐败问题再小亦难逃。

数字化赋能有利于提升监管效率，

应积极探索智慧监督，善用各类信息化

手段，及时发现问题。浙江建设基层公

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围绕劳务用工、

印章管理等事项强化监督，处理违规违

纪违法问题1.79万人次，挽回经济损失

2.25亿元。科技赋能，有利于识破“障眼

法”，揭开风腐“隐形衣”，推动监督真正

落到实处。

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

作风就优。这就要求保持环境的清洁

干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无论

是深化党纪学习教育，还是健全作风建

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抑或是倡导廉洁

文化，只有在净化政治生态、正风肃纪

上久久为功，才能最大程度压缩“微腐

败”的生存空间。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

“持续发力惩治‘蝇贪蚁腐’，聚焦县以

下这一关键环节、薄弱环节持续抓下

去。”进一步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

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定能让群众感受

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1月14

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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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上接第7版）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中，既要坚持尽力而为，也要坚持量

力而行，把各项改革工作做扎实、做到

位；既要做好做大“蛋糕”，也要进一步

分好“蛋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

以实绩实效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强

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要求

“对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

部署，全党必须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

为抓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

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最紧要的任

务就是抓好改革落实。党员干部要当好

坚定的行动派、实干家，让每一项改革举

措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奋力打

开改革发展新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说：“我在地方

工作时，逢年过节都得值班，生怕出了什

么事”；2022年在海南考察时说：“有位革

命前辈曾说过这样的话，‘时时放心不

下’。我听了很有共鸣。”时时放心不下，

体现了坚定不移的党性、初心使命的坚

守、守土尽责的担当，是务实作风的具象

化。书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实践

续篇和时代新篇，把“全景图”转换为

“实景图”，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把改革的

责任装在心中、扛在肩上，时常问一问

自己的责任尽到了吗？该干的干好了、

干优了吗？真正做到直面矛盾问题不

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

战不退缩。

着力解决乱作为、不作为、不敢为、

不善为问题。解决“乱作为”问题，关键

是要加强正确政绩观教育，改进政绩考

核，推动领导干部在“实”字上下功夫，察

实情、出实招、求实效，步步为营、稳扎稳

打，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在“长”字

上下功夫，谋长远、谋未来，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担当，持续发力、善作善成；在“勇”字

上下功夫，勇于触碰深层矛盾问题，勇于

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以敢为人先、敢于斗

争的勇气，以事不避难、义不避责的决

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业绩。解决“不作为”问题，关键是要落

实和完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

定》，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

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解决“不敢为”问

题，关键是要落实和完善“三个区分开

来”具体办法，正确看待干部在履职中的

失误和错误，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

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旗帜鲜明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

腰。解决“不善为”问题，关键是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凝心铸魂，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

本培训机制，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读书

班、“第一议题”、专题党课、专题研讨等

具体制度，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行动；

大力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

部队伍，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做

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大力选拔政治过

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

廉洁的干部，推动干部保持以政治能力

为前提、以专业能力为基础、以战略思维

和专业思维为媒介、以领导能力和专业

精神为支撑的特质；加强干部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完善“原

理学理哲理加案例”的培训交流机制，全

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

健全层层压实责任、层层狠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 2024 年 10

月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衡量干部业绩好

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

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

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

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

中。学习谷文昌同志，不仅要高山仰止，

还要见贤思齐，像他那样做人、为政。”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干、在实干。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紧密结

合工作职责，把改革任务落细落小落实，

明确责任、跟踪问效，以责促行、以责问

效。讲责任、负责任，再大的困难也会想

出办法去克服。要聚焦问题、解决问

题。问题是时代的呼声，是事物矛盾的

表现形式，也是改革的逻辑起点。要强

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

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

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

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

问题，并不断在改革实践中发现问题、完

善举措、纠正偏差，让“问题清单”成

为“成果清单”，以改革实效书写

不负人民的改革答卷。

来源：《人民日报》
（2025 年 01 月 06 日

第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