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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
1 月 2 日，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

进一步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上，唐山市教育局、保定市教育局、

河北大学等三个单位就工作开展情况做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以来，

全省教育系统紧密围绕教育工作职能，扎实开展问题排查和专项整治，全面推动建章立制，优化

为民服务，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获得良好成效。

会议强调，各地各校要聚焦中央和省集中整治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全面

查找工作短板和整治弱项，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推动集中整治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各地要结合实际，将校园餐专项整治工作继续向纵深推进，严格按照省教育厅提

出的下步整治工作思路和要求，进一步细化责任、强化管理、深化监督，坚决守护好广大学生“舌

尖上的安全”。

鼓足精气神 拼出加速度
事业是干出来的，成绩是拼出来的。没有什么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当下的河北，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赶考路上奋力奔跑，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非

常令人鼓舞。同时也要看到，个别地方创新动能不足，大项目好项目不多，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影响了发展大局。这反映出一些干部松松垮垮、得过且过，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精神状态不佳，

拼劲干劲明显不够。

困难也好，问题也罢，其实都不可怕，最怕的是不敢直面困难、咬牙前进，不愿去想办法

化解难题、迎接挑战。

拼，就要鼓足一往无前的精气神。迎着困难上、积极主动干，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转化成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啃下前进路上的“硬骨头”，突破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解决问题，对于影响本地本部门发展的突出问题认真调研，做到心中有数、

手中有策、干事有招。要有谋划创新性、撬动性措施抓手的能力，吃透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找

准创新“驱动点”，打好发展“特色牌”，选准自身发展的领域和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

拼，就要拼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是抓好末端落实，最终体

现在发展质效上。要抓住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机遇，全力打造创新高地和

创业热土。要向先进地区学习取经，创新方式方法，真正引来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要下大气力

优化营商环境，想方设法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落实到位。

越是艰险越向前，敢拼会拼才能赢。持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鼓足精气神，拿出硬措施，

狠抓大落实，就能干出一番新业绩，拼出一片新天地，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彩华章。

做深做实以案促改促治
查办案件不是目的，推动治理才是根本。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强化以案促改、以

案促治。调研中了解到，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实际，坚持用好案件查办成果，做深做实以案促

改促治，着力发现和解决案件背后体制机制问题、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推进惩、治、防并举，

不断提升基层腐败治理的综合效能。

纪检监察建议是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重要抓手。要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强化个

案剖析、类案分析，深入查找制度建设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监督管理空白点，通过案发单



位自查找、职能部门会商提、纪检监察研判剖的办法，查找产生行业性系统性问题的“病源”，

深度剖析“病理”，精准提出纪检监察建议，形成“提出建议—限期整改—跟进监督—综合评估

—结果运用”的工作闭环，督促涉案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完善制度机制，堵塞风险漏洞，强化专

项治理，有效发挥纪检监察建议提醒纠偏、源头治理的作用，推动实现制发一份建议书、解决一

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推进一域治理的目标。要着重形成闭环，完善纪检监察建议的提出、督

办、反馈和回访监督机制，对纪检监察建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实行销

号管理，严防“走过场”。

必须下大气力管好小微权力。规范基层小微权力运行，既要靠监督纠偏、惩治震慑，也要坚

持制度约束、提升觉悟一体发力。要根据基层“微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紧盯关键人、关键

事、关键处，推动行业主管部门围绕重大事项决策、资金收支、资产资源处置等重要环节，健全

完善小微权力运行配套管理制度机制，为干部“照单履职”、群众“看图监督”提供依据。

运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是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重要内容。要以“全周期管

理”理念谋划警示教育，打通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整改治理、教育警示各个环节，形成环环相

扣、贯通协同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创新警示教育方式，探索运用更加形象、直观、具体的表现

形式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充分发挥警示教育震慑警醒、启示教化作用，努力做到以理服人、以

情感人。根据不同层级、不同领域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因人施教，实现“精准滴灌”，增强警

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更为充分地谋划把处分决定宣布从“告知通知书”变成“警示教育

课”，由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到案发单位宣布处分决定，督促案发单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推动真改真治，充分发挥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效

果。

以人为镜明得失
凡事皆有得与失，关键是如何辨识与衡量。《旧唐书·魏徵传》提到：“夫以铜为镜，可

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把别人作为一面镜子，反观检视

自我，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得与失，作出正确取舍。

权衡得与失，拒贪而守廉，公仪休是一面镜子。《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公

仪休在鲁国身居要职，有人知道他喜欢吃鱼，便投其所好上门送鱼，公仪休却坚辞不受。对为官

者而言，该如何取舍，当以公仪休为镜，不仅仅要“眼里识得破”，更要“肚里忍得过”。

以公心看得失，以他人为己念，宓子贱是一面镜子。《孔子家语》中记载，孔蔑与宓子贱

都在鲁国做官。孔子问孔蔑为官得失，孔蔑说，无所得，却有三失。孔子又问子贱同样的问题，

子贱却说，无所失，却有三得。同是为官，心态和格局不同，看得失的角度就会大相径庭。子贱

以仁爱为怀，心态积极乐观，其境界如一面明镜，给为官者以观照。

把名利看淡，多思民之所得、少计己之所失，方克勤是一面镜子。明朝方克勤在济宁任知

府时，济宁城墙坍坏，守将不尽本职，反仗势役使民众修城。方克勤为此事忧愤不食，叹道：“民

病不救，焉用我为！”方克勤一心念着百姓生计，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其勇于担当、敢于负责

的精神如明镜高悬，光照世人。

以人为镜、以史为鉴，一个人的得失观，是其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的体现。党员干部当晓

得轻重、懂得自制，知道哪些东西要争取、哪些东西该放弃，学会正确取舍。无论什么时候、什

么情况下都要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个人得失，真正做到名惑不移志、利诱不动心，干净履职、

踏实干事，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要用好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利器，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

管到底，从基础制度严起，从日常规范抓起，切实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把

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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