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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举办“守党纪 强党性”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开班
5 月 24 日至 26 日，学院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举办“守党纪 强党性”党纪学习教

育读书班。学院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书记、组织员参加。读书班采取集中领学、

个人自学、专家辅导、分组研讨、警示教育与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进行，进一步强化了学纪、知

纪、明纪、守纪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全体学员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逐字逐句、认真研读《中国共产党纪律条例》，紧扣党

的六项纪律，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一步增强纪律意识、提高党性修

养，自觉学纪、准确知纪、心中明纪、严格守纪，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学院召开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警示与反思会
5 月 25 日，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推动党

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学院召开了以案促改促治工作警示与反思会。会上，学院纪委书记樊秀峰

传达了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并组织集中收看警示教育片。

会议要求，一要切实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筑牢纪律规矩防线，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加强监督；二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政治责任，

切实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细，坚持问题导向，查找梳理工作作

风、纪律、廉洁等方面的漏洞，以典型案例为“活教材”，以案促治促改；三要按照省体育局党

组和学院党委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靠前谋划、主动作为、积极行动、抓好落实，奋力开创学院

各项事业新局面。

要说实话管用的话
语言反映思想，话风也是作风。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尤其需要培养良好的话风，不说大话空

话，说实话管用的话。

“说话”能力是一项重要能力。领导干部讲什么话，怎样讲话，体现思想素质、政治水平、

文化素养、工作作风和工作能力。然而，在一些地方，有一些干部以为说大话才“有想法、有魄

力”，有的说起落实上级要求，总能滔滔不绝地列举出“一二三四”，其实很多是为了博取关注

和赏识的“虚火”；有的讲话穿靴戴帽、千篇一律，空洞无物、难以捉摸，令人闻而生厌；有的

不报实情、不讲实话，遮遮掩掩、避重就轻，让人听半天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办法在哪……大话

空话泛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本质上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暴露出干

部思想的贫瘠、精神的懈怠和作风的虚浮，丝毫无助于认识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

如今，我们更要深刻认识培养良好话风的极端重要性。省委提出的每一项重点任务，都需要

实实在在地去抓、去干，容不得半点大话、空话、假话。说实话、管用的话，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对人民利益负责、对自己的岗位负责。敢讲实话，才能以真示人，以诚感人，以理服人，更好发

动群众、凝聚人心。善讲管用的话，才能有的放矢，直面矛盾、解决问题，把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安排更精准、更有效地落到实处。

良好的话风源于工作实践、源于广大群众。培养良好话风，就应坚定群众立场，多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从中学习说什么、怎么说，切实转变文风和话风，才能讲得出老百姓听得

懂、愿意听、内心服的话，才能有效地统一认识、凝聚共识。

培养良好话风，是提高领导水平的根本要求，是推动工作落实的必然选择。愿“好好说话”

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成为加强作风纪律建设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把纪律学习作为必修课常修课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高党纪学习教育质效，很重要的就是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认真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引导其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

坚持问题导向，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有力牵引。

从查处通报的案例来看，一些党员干部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

害性的认识还不深，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以致问题发生而不自知。因此，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高针对性实效性。

解决好对党规党纪不上心的问题。“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对党员干部来说，纪律是“高压线”，也是“通行证”，

是须臾不可离开的行动准绳，能够有效促进自身强化自律、提高觉悟、锤炼党性。党员干部只有

心中有纪，自觉在纪律轨道上干事创业，才能干成事、不出事，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同时，各级党组织也要深入讲解遵守党规党纪的重大意义，引导党员干部深化认识、激发动力，

主动学习党的纪律，强化遵规守纪的自觉。

解决好对党规党纪不了解的问题。我们常讲，学得好才能守得牢。事实上，党规党纪不仅是

一种约束，更是对党员干部的保护。广大党员干部应积极投身党纪学习教育，搞清楚纪律规矩是

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正把纪律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解决好对党规党纪不掌握的问题。学习贵在学深悟透。学习党纪，不仅要学习具体条文，还

要理解其深义，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把握其精髓，体会其实质，明确其要求。

如此，才算真掌握、真知晓。这就要求党组织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时，一方面要坚持原原本本学，

推动党规党纪入脑入心；另一方面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学习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过程，也是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

改的过程。党员干部要认真对照党规党纪，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查找自身与纪律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及时把根源挖深挖透，明确努力方向，全面抓好整改。强

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指窖止贪”悟家风
“指窖止贪”典出明代李中馥《原李耳载》：大臣王恕的儿子要到外地为官，为防止儿子日

后做朝中“硕鼠”，王恕便引其到后宅说，“这里是藏金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金，有一窖银”。

王恕死后，其子按图索骥，结果发现“皆空窖也”。至此，儿子豁然醒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

心。

史料记载，王恕乃明代五朝老臣，一生刚正清明、勤俭自律，被誉为“国朝第一正人”。王

恕身后虽未给儿子留下真金白银，空窖之干净却让儿子领悟到廉洁从政、清白为官的道理。儿子

受其影响，为官也像他一样，安贫乐道、修身律己，始终秉承清廉家风。这种精神财富让后人受

益无穷。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哪种爱最深远？不是留下金银财宝，而是好的家风家教。

因为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环境，是最能塑造人的精神的地方。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是一名贤明

智慧的教书先生，他曾留下一副对联给林则徐：“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

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在这种家训的激励引导下，林则徐少有壮志，出仕后不仅为国家民

族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子女也严格要求，将好家风继续传承，留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

千仞无欲则刚”等经典名言。

好家风是无价宝，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聂荣臻元帅一生严于律己，对家

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妻子、女儿、女婿到孙女，都决不许以权谋私、搞特殊化。

他曾说“教子之道贵以德”，这是他教育孩子最切身的体会，也是聂家最宝贵的家规。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广大党员干部当结合实际，思考“指窖止贪”蕴含的

道理，用以廉洁修身、从严治家，在为家人做好表率的同时，“把好家门、守好后院”，筑牢家

庭“廉洁墙”，以良好家风带动党风更正、政风更清、作风更好。

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

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

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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