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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体育学院纪委主办 2023 年 12 月 10 日

学院纪委安排开展“室组”联动调研督导“回头看”工作

按照省纪委监委“室组”联动监督工作部署，第六协作单元于 2023 年 5 月完成了对我院的

调研督导，形成了调研督导报告并向学院党委进行了反馈，指出了十个方面 15 个问题。学院党

委和纪委高度重视，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开展了高效有序的整改工作，目前 15 个问

题中 14 个已完成整改，1个需持续推进。

为进一步提高“室组”联动工作质效，推动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按照协作单元互查安排，

督导组于 12 月 7 日对我院的调研督导“回头看”工作进行检查，我院纪委牵头完成了对河北科

技大学和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调研督导“回头看”检查工作。

莫让爱好变了味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四川省泸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郭庆严重违纪违法案。据办案人

员介绍，郭庆有两大爱好——下围棋和打网球。为了能接近郭庆，一些商人老板苦练棋艺，郭庆

棋艺虽不高，却总能赢，甚至一些高手都败在他手下；郭庆打网球时，总有老板带着礼品去其常

去的网球场“守株待兔”，一场球下来，车后备厢就能收获不少“战利品”。兴趣爱好既可以修

身养性，也容易成为被“围猎”的突破口。这是该案的警示意义所在。

在现实中，因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爱好而被“围猎”的案例并不少见。有沉迷古玩把贪污受贿、

乱发绩效领的钱绝大多数都花在了购买古玩上的贵州科学院科技与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原主任王

正强，喜欢打牌在牌局中“战无不胜”的四川省汉源县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葛礼宏，还有些沉

迷于网络赌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不惜贪污挪用公款归还赌债、游戏充值和打赏主播的年轻干

部……他们皆因对个人爱好没有节制，走上了一条由放纵爱好到违纪违法的不归路。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从这些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因各类“爱好”而

腐化蜕变的过程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爱好，在不法分子眼里，就是攻破堡垒的突破口，许多腐

败案中的领导干部就是这样被别有用心的人投其所好而俘获。领导干部当有洁身自好的警醒，谨

防因“好”致“祸”。

党员干部的爱好当追求高尚情操，与公权力界限分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元帅、领

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在对待个人爱好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也为我们展示了领导干部该如

何对待爱好。作为党员干部，对个人爱好要做到爱之有度、好之有道。

作为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党员干部，有什么兴趣爱好绝不完全是私人的、生活小节方面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能否廉洁公正行使权力、能否抵御住由个人爱好所引发的权力腐败的大问题。因此，

一定要坚守党性、心性，既注重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远离低级趣味，同时也需将个人爱好

与公权力严格区分开，身不为物役，行不为“好”累，面对诱惑不为其所动，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让别有用心者无机可乘。

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

纪检监察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

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职责定位，善于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更好担负起党和人

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对于纪检监察机关而言，能否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关乎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关乎能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自觉在大局下思考，以“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政治站位和全局视野看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

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对“国之大者”做到心中有数。要紧紧围绕党的二

十大战略部署，深入研究思考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持续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找准职责定位、明确工作方向、发挥更大作用。

服务保障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纪检监察机关主动融入大局、服务大局，自觉把自己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要切实担负起“两个

维护”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决同危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言行作斗争，坚决维护党的团

结统一。要紧紧围绕“国之大者”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聚焦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政治

监督，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不断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

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

维、底线思维能力，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

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要用好深学习、实调研、抓落实工作方法，在深学习中增强政治

素养、提高专业能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在实调研中全面掌握情况、找准努力方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

规律；在抓落实中努力攻坚克难、不断开拓进取，以务实求实的工作服务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世间唯名实不可欺
《资治通鉴》记载，“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为文为官，当名实相符，誉不虚出。

苏轼在《答毛滂书》中告诉毛滂，文章之可贵，在于高下有差别。如何来评判文章优劣？苏轼作

了精辟的阐述：新进学者的文章靠先辈推荐而展示于世，受到一些人的重视，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文章的品位高低优劣是由“众口”决定，绝不是一个人的抑扬褒贬所能左右的。

事实上，文章好坏，自有评说，其名不靠一时推荐，靠千古公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

有言：“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好的文章，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

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是靠自身的文采流传于世。

作文与做官，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做官者要想赢得好名声，绝不能靠投机取巧得来，而要靠

实实在在干出来。诸葛亮、范仲淹、王阳明……这些为官者的荣誉不是自封的，而是凭借实际的

成果获得人民的认可、历史的馈赠。

“名者，实之宾也。”一个人的名，是靠他的实绩来支撑的。名声的大小，取决于实绩的多

少。所谓实绩，既包括对人民的贡献，也包括良好的品格修养。焦裕禄、谷文昌、黄诗燕等用事

实证明，脚踏实地工作，俯首为民办事，才能经得起历史的客观检验，在群众心中铸就恒久丰碑。

“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今天的党员干部，更应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

不兴伪事，做到实干立名、名副其实。须知，只有坚持以“真”为工作托底，用“实”让业绩生

根，才能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好名声。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

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

当民族复兴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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