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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体育学院纪委主办 2024 年 1 月 10 日

学院纪委就做好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2024 年元旦春节将至，为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防止“四风”问题

反弹回潮，近日，学院纪委印发《关于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通知》，

向全院师生员工发出工作提醒。该《通知》从提高政治站位、严明纪律要求、强化监督检查等三

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同时还公布了举报电话和邮箱。

直奔一线“摸活鱼”
“在福建省宁德市，当地大力倡导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的“一线工作法”，选派 5000 多名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实施 15 个专项行动；在四川省资阳市，当地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深化“多件事一次办”“一网通办”改革，企业开办申请材料由 13 项压减至 5 项……，各地把

学习推广“四下基层”优良传统作为重要抓手，调查研究直奔问题去，注重“小切口”，实打实

拿出具体对策，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直奔一线“摸活鱼”，奔着问题来、解决困难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个个实际问题，办

好一件件暖人心的实事，才能赢得基层干部群众掌声。

真正走“下”去，“身入”更要“心至”。“身入”，就是要真正深入基层一线，看“高楼

大厦”更看“背街小巷”，能真正听到一线的真实声音，掌握更多鲜活的一手材料。“心至”，

就是要怀揣解决实际问题的真心、真诚向群众求教的虚心，心贴心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现实

中，一些党员干部下基层，有的是去“签到打卡”，有的回避难题爱看“盆景”，有的调研有“上

文”没“下文”，等等。心中不揣问题、脚下不沾泥土、口中不问数字，调查研究不深入、不具

体，为了调研而调研，浮在面上走形式，凡此种种，都背离了调研的初衷。

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坚持带着问题下去，摸清真实情况、收获真知灼见、拿出解决

问题的实招硬招，这样的调查研究才有效。检验调查研究成效，就看拿没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

题的办法。带着问题真正沉下去、深下去，敢钻“矛盾窝”，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和群众坐

在一条板凳上”，拜人民为师，从群众中寻得“锦囊妙计”；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深入解剖麻雀，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就能为一个个“问号”找到答案。

调查研究做得怎么样，关键由群众来评判。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将“问题清单”变成“成

果清单”，将调研成果转化为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招硬

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才能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赢得民心民意。

强化正风肃纪 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倡导勤俭

文明过节，防止“四风”问题反弹。为贯彻落实《通知》精神，中共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对强化正风肃纪，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作出部

署。

把握节日特点、时刻紧盯不放，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要紧盯“关键少数”、重点场所、

突出问题，强化明察暗访、监督检查，把纠治节日“四风”往深里抓实里做。密切关注借过节之

机搞奢靡享乐问题的新情况、新动向，对披着人情往来外衣的作风顽疾、节日出行中的不正之风，

打着礼尚往来旗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喜庆事宜敛财，以朋友、同学、老乡聚会名义违规

公款吃喝、在隐蔽场所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大力纠治高档烟

酒茶、“豪华年夜饭”、节礼过度包装等现象背后的享乐奢靡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一严



到底、绝不姑息。及时防治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推动党政机关勤俭过节，确保厉行节约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

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动真碰硬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

临近岁末，要结合年关特点，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把握其在不同地区、

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不同表现，靶向纠治、精准施治。重点纠治以总结和推进工作为名随意向

基层派任务，多头重复要求报材料、填表格，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搞“指尖上的

形式主义”等行为。要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整治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深化源头治理、健全制度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准确把握风腐一体阶段性特

点，一体整饬不正之风、惩治腐败问题，斩断风腐勾连的链条，坚决防止由风及腐、由风变腐。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

现的问题深化整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完善作风制度规定，系统施治、标本兼

治，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纠“四风”树新风并举，大力弘扬新风正气。利用节点契机，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严格家教家风，带头勤俭文明过节，反对讲排场比阔

气、奢侈浪费等不良习气，以廉洁家风涵养清风正气，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以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常强调自觉和自律，非常重视

正心修身，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其中修身是第一位的。

严于修身，就要认清自己。有位画家在其创作的肖像画里，许多成年人的肖像画只画出一只

眼睛。别人问其是何用意。他说：“因为我用一只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用另一只眼睛审视自己。”

按理说，每个人对自己应该是最了解的，何需“用另一只眼睛审视自己”？原因在于，人们常常

习惯于盯着别人的缺点，却容易忽视自己的不足。正因此，人们视“人贵有自知之明”为宝贵品

质，把“认识自己”当作严于修身的起点。

严于修身，就要审视自己。反躬自省，历来深受推崇，孟子提倡“反求诸己”，朱熹主张“日

省其身”。北宋宰相文彦博儿时因顽皮而屡犯错，后自思改过，为自己备了两个罐子，每天做了

有益之事，就在罐子里放一粒红豆；做了无益之事，就在另一个罐子里放一粒黑豆。“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关键是如何正视缺点、改正错误。如果总是采取鸵鸟埋头式的讳疾忌医，或者是掩

耳盗铃式的文过饰非，就可能小错引发大错，量变引起质变，最终积重难返。审视自己，正视不

足，勇于改过，才能不断进步。

严于修身，就要提升自己。北宋名臣范仲淹每晚睡觉前进行“自计”，算一算当天所做的事

情与自己的俸禄是否相称？明朝尚书杨鼎以“十思”为座右铭，常常检视自己的德行。如此坚持

不辍、形成自觉，终能成就人生，抵达高境。党员干部严于修身，既要像古人那样管住自己、管

好自己，坚守人生的底线，也要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在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中检视、

砥砺和提高，涵养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只有将严于修身与党性修养融入一体，转化为“躬身入

局、日拱一卒”的行动，补足精神之钙，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永葆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

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

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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