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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纪委以实招推动教育整顿见实效
自 3月份全国纪检监察干部教育整顿深入开展以来，学院纪委以刀刃向己的自我革命精神、

以动真碰硬的实招全面抓实学习教育、检视整治、巩固提升各环节工作，切实把教育整顿成果转

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做深做实学习教育。抓住学习教育这一根本，学院纪委制定了“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坚持

“每天自学 1 小时”“每人一本学习笔记”“每周一次集中学习讨论”以及主要负责同志带头领

学、领讲，不定期互查学习笔记等方式，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从严从实反躬自省。在第一阶段对照 71 项内容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开展了自查自纠“再过

筛子”。对照细化的 7 个方面 120 项重点内容，纪委书记带头深入自我剖析，全体干部一共查摆

问题 91 个。

抓深抓细整改整治。自觉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查明原因、找准症结，建立

完善制度机制。坚持把教育整顿与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结合起来，与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结合起来，与中心大局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

将“不好办的事”办好
“因为涉及到区划调整问题，刚开始想法是去碰碰运气，没想到真办成了。”近日，据媒体

报道，安徽省铜陵市积极推行说“不”提级管理制度，面向办事企业或者群众时，首问负责人“不

说不能办，只说如何办”，特别是对超出自身职责范围或拿不准的事，不能简单说不能办，应逐

级向上汇报。该制度施行以来，化解了一大批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赢得了群众的认可点赞。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群众。事有难易，客观上讲，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好办”

的事，比如历史遗留问题、跨部门跨区域问题，特别是无路径参照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等等。倘

若怕难、怕麻烦，一句“不能办”，把群众挡在门外，自己虽然“轻松”了，但与群众的距离也

就产生了。把“不行”挂在嘴边的干部，遇到的有些问题不是“难办”其实是“不想办”。有些

问题确实“不好办”，但难题并非无解，多些主动作为，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民办事、

为民解忧，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不管事情是“好办”还是“不好办”，都是企业和群众的急

难愁盼，党员干部应热情相待、真心解难，让企业和群众办事顺心。

面对问题，不想作为是态度问题，无能为力就是能力问题。态度再好，倘若知识不够、眼界

不宽、能力不强，也办不成事、攻克不了难题。“熟水性，好划船。”练熟“水性”，首先要加

强政策法规的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努力成为政策通、业务精的“多面手”。基层是长见识

的课堂、增才干的沃土，很多难点堵点问题的答案，也就在基层一线。谷文昌、黄文秀……主动

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重大任务最前沿、艰苦复杂地方和关键吃劲岗位摔打锻炼自己，通过干

好一件件实事、推动一项项工作，方能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转变作风，服务好企业和群众要多些“主动”。多些主动服务意识，不仅要把群众找上门反

映的问题解决好，还要主动上门，多到田间地头走一走，勤到群众炕头坐一坐，了解群众的急难

愁盼。多些“求解思维”，不解决问题不撒手、不取得成效不罢休，为企业和群众解决好一个个

难题、办好一件件实事，把“问题清单”变成群众的“幸福清单”，才能真正让群众满意。

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纪检监察工作是人心工作、群众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上肩负重要职责和

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大抓基层的导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纪检监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人民立场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反对什

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对“坚决整治各种损

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作出具体部署。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聚焦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的领域和行业，聚焦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人和事，深化监督

执纪执法各项工作，以实际成效赢得群众支持和信赖。

坚决整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以惩治“蝇贪”促进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要聚

焦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领域，严肃查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吃拿卡要等行为。要

精准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层级腐败现象，找准切入点、突破口，分级分类开展整治。

要发挥群众在正风肃纪反腐中的作用，继续探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搭建方便群众参

与监督的有效平台，让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无所遁形。

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案促建，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防范风险，促进深化基层治理。要注

重梳理分析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特征表现，对反复出现、普遍发生的问题，从制度机

制上找原因、提对策，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形成维护群众权益的长效机制。加强廉洁教育、

警示教育，推动广大基层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良好的党风

政风就在身边、社会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真味只是淡
明代洪应明所著《菜根谭》有云：“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

只是常。”意思是说，烈酒、肥肉、辛辣、甘甜不是真正的美味，真正的美味是清淡。事物的表

象或许炫目、浓烈，而回归到本质往往是平淡朴实的。饮食和做人，皆同此理。

“淡”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清代美食家李渔有云：“馔之美，在于清淡，清则近醇，淡则存

真。”大鱼大肉味浓且肥，多食则不堪口腻；粗茶淡饭看似平常，却是老幼咸宜、久食不厌。正

所谓“万味无如淡味长”，嚼得菜根，以淡养生，则能得安稳长久。

“淡”是质朴的处世态度。为官从政若能摒弃浮华、甘于淡泊，就能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

惑、守得住节操。清代侯鸣珂任职孝义厅抚民同知期间，为赈济灾民，他要求厅署官员与民同苦，

并和家人规定，三餐皆清淡，不得过斤。其清廉操守赢得了称颂，离任时受赠“仁德如春”大匾，

百姓含泪相送。

“淡”是一颗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守住平淡，放下虚荣与功利，便能摆脱得失的困惑，“不

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全国先进典型、西北某基地研究员陈德明，为了专心搞科研，三

辞技术室主任职务。单位福利、立功受奖、休假疗养，陈德明都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

“浓处味常短，淡中趣独真。”浓厚的味道往往很快消散，而平淡的事物才是最有趣味和最

真实的。守好这个“淡”字，便能保持本心，贫困时不悲观消极、富贵时不骄奢淫逸、成功时不

得意忘形、失败时不颓废放弃，始终做到淡而不乱、淡而有为。

天地间真机括，唯淡泊者能看得透。广大党员干部当深刻领会“淡”之真味，以平淡廉洁作

底蕴、作底色、作底气，为人做事远离油腻、油滑，淡化“官念”、强化责任，正确对待名与利、

得与失、进与退，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干事创业、为民服务上来，全神贯注干工作、心无旁骛

抓落实。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

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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