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第 9 期（总第 117 期）

中共河北体育学院纪委主办 2024 年 6 月 25 日

学院纪委组织开展廉洁文化作品及讽刺鞭挞官僚主义漫画、视频征集活动
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要求，引导干部师生进一步夯实清正廉

洁思想根基，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持续推动干部作风实现新转变，努力营造干事创业、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根据省纪委、省委教育工委有关工作要求，学院纪委分别于 3 月和 6 月下

发通知，组织开展廉洁文化作品及讽刺鞭挞官僚主义漫画、视频征集活动。

截至目前，收到各类作品共计 16 件，其中：征文类 6 篇、视频类 4 个、设计类 5 件、漫画

1幅。根据作品报送情况，经评审小组研究决定，择优向上级部门推荐 6 个作品，分别为：征文

类《廉洁之光》（辛鹏 学校体育系）、视频类《清风拂校园 廉洁引未来》（运动训练系）、设

计类《廉洁公正（包公）》（张喆 社会体育系）、设计类《莲只盛夏 廉则千秋》（张亚博 武

术系）、设计类《足球正道 廉洁育人》（王滨 马克思主义学院）及漫画《画大饼》（高爱萍 退

休党支部）。

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
当前，党纪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如何更好地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如何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一道题。这里，不妨借鉴延安

时期全党范围大学习的一条经验，即“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通俗地讲，就是“学习

要把自己摆进去”。这既是弥足珍贵、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也是解决学习内生动力、提高学习

效果的重要途径。

“钻文件”就是把学习《条例》作为基本功、基础课，坚持原原本本、逐章逐条学习钻研，

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以做学问的严谨、踏实和细致，把每条纪律要求都学深悟透，力求刻印于心、融会贯通，从而搞

清楚纪律红线在哪里、言行界限在哪里，弄明白什么事情能干、什么事情不能干，从灵魂深处划

出红线、筑牢底线，心存敬畏、警钟长鸣。

“钻自己”，贵在一个“钻”字。要不惧刀刃之痛，不遮己身之丑，不舍尺寸之功，敢于把

自己的思想摆进去、工作摆进去、职责摆进去，严格对照党的纪律这把标尺，由内而外认真审视

和全面查摆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从严从实检身正己，不断追寻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改

造自己。

把文件钻透、把自己钻好，广大党员干部应充分发扬这种既“钻文件”、又“钻自己”的精

神和作风，既要钻的自觉、钻的用力，更要钻的彻底、钻的持久，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坚持“吾

日三省吾身”，使纪律和规矩在心中真正立起来、严起来，涵养和培育“自觉的纪律”，防微杜

渐、慎始慎终，推动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

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党的纪律具有强制性，同时又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奋斗目标之上的自觉纪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

守纪的高度自觉。”这一重要要求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具体明确的目标指引和

行动遵循。

自觉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培养“自觉的纪律”。在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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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自觉不会自发产生，而是来源于坚强的党性、坚定的理想信念、



对党的绝对忠诚。全面从严治党越是体系化推进，越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通过锤炼坚强

党性固本培元，通过弘扬优良党风激浊扬清，通过严明党规党纪拒腐防变，用全党高度“自觉的

纪律”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自觉的纪律体现在党员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养成纪律自觉，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按党章标准要求自己，知边界、明底线，把他律要求

转化为内在追求，自觉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从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出问题

往往都是与对纪律规矩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密切相关。每名党员都要增强执行纪律的自觉性

和坚定性，时常用党的纪律和规矩这个“戒尺”来“照镜子、正衣冠”，主动打扫心灵上的灰尘、

清除思想上的杂念、校正行动上的偏差。

培养自觉的纪律，需要常态化的纪律教育。一方面，要坚持融会贯通，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同学习党

的纪律规矩紧密结合起来，对每一条纪律都认真学、反复学，准确把握“六项纪律”的主旨要义

和规定要求，进一步明确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另一方面，要发挥纪律的标本兼治作用，既把纪

律教育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寓于日常、形成常态，又将纪律教育与纪律执行有效结合起来，

将治标和治本有效贯通起来，实现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

自觉自律是长期加强思想改造、不断提高修养的结果。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学出更加自觉

的纪律意识，必须从涵养自律修为入手，加强自我检视，用党的纪律校正思想和行动，努力把他

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

事成于惧而败于忽
心存敬畏才能行稳致远。为官者干事创业，不可缺少敬畏心。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有句名言：

“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其意思是，天下之事往往成功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敬

畏之中，败亡于疏忽大意、骄傲自满、放纵怠惰之中。这既是一条必然规律，也是被历史反复证

明的宝贵经验。

事成于惧，就是要心存敬畏，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明太祖朱元璋曾问群臣：“天下何人最

快活？”大臣万纲回答：“畏法度者最快活。”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敬畏法度，不仅能让人愉悦，

还能保证其大道直行、安全无事。

心存所惧，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

之心、戒惧之意。老一辈革命家深谙“事成于惧而败于忽”之道，经常告诫党员干部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周恩来曾讲，“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

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

我们党的许多优秀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上总是心存敬畏、态度恭敬。不怕艰苦、不怕磨难

的谷文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史来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李素芝……正是这样那样的怕，

让党员干部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权力、敬畏纪法，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成就事业，创

造非凡。

心中有敬畏，脚下有定力。砺心性、练本领、强作风，都需要常怀戒惧、常握戒尺。当然，

心存戒惧与怕干事、怕担当截然不同。戒惧是敬畏、是善怕，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古人

所言，“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一个“惧”

字，彰显了党员干部的信念和境界，也标定了共产党人的品格和修养、事业和功业。

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一方面要管住

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要管住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整治不担当、不作为、

慢作为、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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