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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同一个小区，聘用同一个保姆，

先熟络感情，再勾兑利益……前不久播出

的反腐专题片《纵深推进——贵州正风肃

纪反腐》中，一个行贿者竟以如此方式“围

猎”自己的“发小”，铺垫之久、用心之深，

令人吃惊。

不法分子不择手段、变着花样展开

“围猎”，对党员干部是个长期考验，一次

不慎，就可能陷入泥淖。近年来，一些干

部因此落马。可见，诱发腐败的“污染

源”依然存在，清除腐败这个最大威胁任

重道远。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

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

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

仍然艰巨繁重。”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反腐

败斗争新情况新动向的精准把握。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效有目共睹。但

也要看到，反腐败斗争还远未到大功告成

的时候。

从现实情况看，腐败与反腐败较量还

在激烈进行。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87.7万件，其中涉及省部级及以上

干部 73 人，纪检监察干部 3375 人。高压

态势之下，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不知

止，旧患尚未根除，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的

挑战又摆在面前。

从认识层面看，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行

为仍在干扰人心。官本位、特权思想等腐

朽观念影响尚存，拉关系、走后门等文化

糟粕仍有市场……一些腐败现象树倒根

存，稍有懈怠就可能死灰复燃。

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已进入深水区。

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腐败问题和不

正之风交织，贪腐方式不断改头换面，贪

腐行为更加复杂隐蔽。巩固来之不易的

反腐成果，必须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

和变化趋势，更新和升级反腐对策，既严

厉惩治具体的腐败行为，也着力铲除滋生

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风

腐同查同治。”这一明确要求，直指现阶段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的突出

问题，为新形势下推动正风肃纪反腐一体

深化指明了实践路径。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对腐败

零容忍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态度。从老虎

苍蝇一起打、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到风

腐同查同治、力争将腐败连根拔起，新时

代以来，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

识不断深化。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看上去类型不

同、危害程度不同，但互为表里、同根同

源。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小事

小节上模糊了边界，最终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丢掉了操守。从一包烟、一饼茶、一瓶

酒、一顿饭的放任自流，滑向腐化堕落的

深渊，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腐败行为则

会助长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

题。少数干部的腐败，导致一个地方、一

个领域的政治生态受到严重污染，这样的

教训十分深刻。

由是观之，最大限度压缩腐败滋生

的空间，就不能反腐是反腐、纠风是纠

风，而要双向包抄、形成配合。“由风查

腐”“由腐纠风”，要善于抓住“线头”、扯

出“线团”，在解决具体个案问题的同时，

铲除共性根源。

比如，严惩受贿者，同时追究行贿人

的责任，“围猎”和被“围猎”的空间就会被

压缩；严查违法违纪者，打招呼说情的也

记录在案，来自外部干预的压力就会减

小。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系统

施策、标本兼治，才能既刮掉腐肉，又净化

土壤，防止反弹回潮。

从源头着力、向治本深化，意味着反

腐败工作的强度增加、难度加大。这是形

势所需、人民所盼，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

坚韧执着，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在这场远征中，要避免急于求成的心

态。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不意

味着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成绩面前，尤须

保持清醒，不能低估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

性。腐败一日未根除，就要永远吹冲锋

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

坚持下去。

在这场硬仗中，要克服疲劳厌战的情

绪。打最硬的铁，须是铁打的人。随着反

腐败斗争的深入，短时期内暴露的问题可

能会增多，这恰恰意味着我们敢于直面问

题，正向着根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目标不断

前进。要坚定必胜信心，不断提升治理腐

败效能，推动风气持续向好。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共有现象，也是严

峻挑战。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

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

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行至半山

不停步，船到中流更奋楫。时刻保持解决

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一以贯之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

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新的赶考

之路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2 月 12

日 第05版）

严守党的纪律，重在躬行，贵在自

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引导党员、干

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

的言行准则。”纪律的贯彻执行既依赖于

外在强制性约束，更取决于个体将外在约

束内化为自我要求。相较于他律，自律更

具内在约束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

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觉悟和共同的

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我们党在成立之

初就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延安时期，

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

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

干部的自觉性上面”。2024年10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参观谷文

昌纪念馆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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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昌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

子：“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

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

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

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谷文昌正是以自己心中的“戒”，赢得了群

众心头的“敬”。

一个组织的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离

不开组织内全体成员基于共同奋斗目标

指引下的普遍自律。纪律自觉仅依靠外

部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以共同奋斗

目标为引领，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才能真

正将他律转化为自律。理想信念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没有理想的纪律靠

不住，没有纪律的理想难持久，只有筑牢

理想之基，涵养信念定力，把理想和纪律

有机结合起来，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

最高理想，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把纪律自觉变

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才能使遵守党的

纪律、恪守政治规矩成为每个党员发自内

心的自觉选择。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

必规矩。”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

现。党的纪律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必要，

就在于并非所有党员都能严格自我要求、

自我约束。自律是建立在他律基础之上

的觉悟，只有严格的他律，才能形成广泛

的自律，而要形成自觉的纪律，学纪知纪

明纪守纪是前提。党员、干部必须树牢纪

律意识、规矩意识，知边界、明底线，用党

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搞清楚党的纪律

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

么，把遵规守纪刻印于心，使铁的纪律转

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

道德修养是自律的基础。自律，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格。焦裕禄

从不让孩子“看白戏”，杨善洲一辈子坚守

下乡、出差自己缴伙食费……无数共产党

员以身作则，在自律上发挥了表率作用。

同时，也毋庸讳言，现实中也有少数党员、

干部弃守初心使命，违反党规党纪，心为

物役，腐化堕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最终堕入腐

败深渊。对于党员、干部而言，纪律是“紧

箍咒”也是“护身符”，只有见贤思齐，以案

为鉴，自觉用党的纪律规矩照镜子、正衣

冠，厚植自律之本，筑牢自觉之基，才能把

党的纪律铭刻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外

化为日常习惯。

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并非一日之功，而

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经常对标党纪准

绳，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绷紧作

风之弦，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

德定力、抵腐定力，坚持从日常养成

严起，从小事细节做起，让约束变

自觉，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来源：《人民日报》

（2025 年 02 月 12 日

第09版）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②
《人民日报》评论部

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

巩固来之不易的反腐成果，必须

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

势，更新和升级反腐对策，既严厉惩

治具体的腐败行为，也着力铲除滋生

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

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

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

把党纪要求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 魏顺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