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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不

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今年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把遵规守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释放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但也有个别

党员产生了“纪律约束太多，自由会受到限制”的错误思想。在日常

工作和政治生活中，没有绝对的自由，任何自由都必须以遵规守纪为

基本前提。从近些年查处曝光的贪腐案件看，种种腐化行为大多是在

他们自由出入之地，自由挥霍权力之时发生的。这些自由最终换来的

都是不自由。只有每个人都懂得严守纪律规矩，才会有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和谐和群众的安居乐业，才会有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 

纪律是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党员干部在掌好权、用好权的同时，

更要自觉接受监督，不能贪恋无约束的“自由”。要以勤勉实干为荣，

以“自由”“躺平”为耻。八小时内外都不能沉醉于所谓的“自由”，

如果脱岗、离岗都不向组织报告，甚至“失联”，这种“自由”其实

是辜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什么

是真正的自由，如何获得自由，没有想明白或者根本不以为然，定会

误入歧途，自食苦果。 

党员干部要争当纪律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进入新时代，



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纪律建设规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纪律建

设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

跳出历史周期率等作出了有力回答。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就是通过打

好纪律建设的一套组合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真正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奉劝那些

“身子进入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党员干部，真正领会全

面从严治党的精神要义，自觉提高党性修养和政治担当，严守党的纪

律和规矩，不仅是工作之所系，大局之所需，更是个人自由幸福之根

基。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做到严以律己，还要

学会用纪律规矩来规范党员干部的言行，依规依纪依法用权不任性，

让权力在安全线内运行，想问题以遵守党纪国法为前提，办事情不触

底线、不闯雷区，做决定充分考虑内容不违背纪法精神、不抵触现行

法律、不冲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监督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心有所畏、

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约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

用手中权力更好地造福社会、造福人民。（来源：安徽纪检监察网） 

 

 

 

范仲淹在《告诸子及弟侄》中写道：“凡见利处，便须思患。”

意思是说，凡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就要多想想有没有什么隐患。这

是对利与患的辩证认识，也是面对诱惑持有的警惕之心。 

天上不会掉馅饼。当馅饼不期而至时，往往背后隐藏着陷阱。见



利而忘患，多是侥幸使然。克服侥幸心理，应当有忧患意识，时刻绷

紧“利害相伴”这根弦，既观其表又思其里，才能不被眼前的利益冲

昏头脑。《战国策》记载：晋国权臣智伯欲伐卫，送了四百匹野马和

一璧白玉，以麻痹卫国。卫国群臣不知是计，都很高兴，南文子却说：

“没有功劳就受到赏赐，没费力气就得到礼物，不可不慎重。”卫国

边境将领听闻此话，马上加强戒备。智伯果然来袭，可到了边境一看，

卫国军备严整，又返回去了。智伯失望地说：“卫国有贤人，预先知

道了我的计谋。”南文子之贤就在于利益面前，头脑仍保持清醒冷静，

多想一步、想深一层，意识到了利益背后的隐患。这种“见利思患”

的谨慎和警醒，使卫国避免了一场战争祸乱。 

北宋苏辙有云：“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对

利害要做到必知必察，前提是“心不可乱”。“身之主宰便是心”，

只有守心明性、正心明道，对利益背后的东西才能看得清、想得明、

放得下。范仲淹在南都学舍读书时每天以粥充饥，把留守之子赠送的

美食放在一边。不是他不感厚意，而是他懂得“今遽享盛馔，后日岂

能复啖此粥乎”。北魏苏琼悬瓜示廉，家人不解，苏琼笑曰：“安有

初乐为而复禁者?”对瓜果小物都如此警惕，是因为苏琼看到了小利

中隐藏的大患，必须及早堵住第一道“闸门”。后唐高汉筠面对恶吏

私赠的五百两白金，正色道：“吾有正俸，此何用焉”，是因为他想

到了此金不是多剥削农民，就是多榨取了商贩。 

见利思患，“常念居官之危”，随时省察、自重自警，以内无妄

思保证外无妄动。在这方面，很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给我们立起了标杆：

焦裕禄坚持“占便宜的事儿一点儿都不能做”，其大儿子为了看戏告

诉售票员“焦书记是我爸爸”，结果没买票就进去了。焦裕禄得知后，

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要他到戏院补票。谷

文昌坚持“不许沾公家的一点油”，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却



从不添置木家具……他们心中有戒，对“利”背后的“患”洞若观火，

并及早敲响警钟，“避危于无形”。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党员干部手上掌握一定的资源和权力，

“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更应

该见利思患，时刻保持警醒，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

破“心中贼”，不被利益捆绑、不受邪气侵染，永葆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本色。（来源：清风扬帆网） 

 

 

 

胡县长调走以后，办公室的蔡主任跟小林说：“找个时间，我们

一起去看看胡县长，顺便把他办公室那幅画带给他。” 

胡县长在县里工作时，小林一直跟在胡县长身边。此番，胡县长

调到市里了，蔡主任要去看望胡县长，自然要把小林带上。至于蔡主

任说的那幅画，是胡县长在县里工作时，办公室给他送来的，是一幅

六尺整张的《清荷图》。 

那幅画构图简洁明了——翠绿的荷叶间，若隐若现一白一粉的两

朵花蕾，旁边的石块、小鱼，惟妙惟肖。画的作者是如今县城里赫赫

有名的画家彭大雪。 

早年，彭画家在这县城里生活时，朋友们组织个茶会，或者组织

个活动之类，他就能开笔画个鱼虾、荷花之类。近两年，他加盟了京

郊宋庄画院。时而在北京，时而回到县城，上门求画的人，捧着厚厚

一沓钱，他都不见得有时间画。像胡县长办公室那幅《清荷图》，想



必已是价值不菲。 

胡县长调走时，不知为什么没有带走那幅画。 

蔡主任认为他走时可能不方便携带，或是一时忙于别的事忘记了。

其间，蔡主任也曾想把画“据为己有”，干脆挂到自己办公室。可转

而又想，那幅画是有上款，右上角题有“胡县长惠存”字样，就打消

了念头。 

在蔡主任看来，胡县长如今调到市规划局做局长，以后，于公于

私，可能都有求到他的地方，不如把那幅画送去给胡县长。 

于是，蔡主任挑了个日子，带上小林，便去给胡县长送画。 

胡县长听说县里来人看望他，非常高兴。他在小会议室接待他们，

看到小林与司机，抬着一幅画进来了。 

胡县长问：“抬来那幅画干什么？” 

蔡主任说：“这是之前您办公室的呀，您忘记带了。” 

胡县长笑笑，说：“我办公室的东西，可不都是我本人的啊。” 

蔡主任说：“那上面题着您的名字呢。”并旁敲侧击地说，那位

彭画家的画，眼下花钱都买不到了。 

胡县长仍旧笑着，有点调侃地说：“有我名字的，也不一定是我

本人的。我在县里工作时，好多文件、讲话稿，都有我的名字，能算

我的吗？” 

话题落到那幅《清荷图》上时，胡县长说：“我在县里工作时，

并不认识那位画家，这幅画也是你们办公室挂上的。至于画上的名字，

建议裁掉重新装裱一下，可以挂在县政府招待所或会议室。” 

胡县长那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那幅画尽管题有他的名

字，但不属于他本人。尤其是蔡主任提到那幅画当下还值几个钱时，

胡县长更是连连摆手，让他们带回去。 

话已至此，蔡主任只好答应把那幅画带回去。 



返回途中，小林问蔡主任：“我们是不是按照胡县长的意思，直

接把画拉到装裱店去重新装裱？” 

小林那意思是，既然胡县长不要那幅画了，就没有必要再把胡县

长的名字留在那幅画上了。当然，那也是胡县长的意思。 

蔡主任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咱们把这幅画原封不动地

送到县纪委廉政展览馆，让他们当作展览品展出，或许对领导干部是

个不错的启示。”并叮嘱小林，你回去以后，就那幅画的来龙去脉，

写一篇《退画记》的小文，附在那幅画的旁边。 

小林点头说“好”的同时，心里默默地还表示赞叹呢。（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我们对县自来水有限公司进行了全面整改，也为解决长年亏损

经营问题增强了信心。”不久前，江苏省灌云县水务集团主要负责人

对前来回访督查的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反馈。 

此前，灌云县纪委监委在定期对群众信访、12345政务服务热线、

巡察报告等进行分析时发现，不少群众反映县水务集团的下属单位县

自来水有限公司职工及相关亲属朋友不缴纳水费。县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立即展开调查，前往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了解情况，查阅相关缴费记

录、人员情况表等材料。 

“公司老宿舍是很久以前建设的，没有装水表，就一直没有收水

费。”“确实有部分职工没有缴纳水费，这个情况存在很多年了。”



面对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询问，县自来水有限公司部分职工这样说道。 

经调查了解，灌云县自来水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存在部分内

部职工不缴纳水费的问题，有的是长期无户无表，也有的有户有表限。

截至 2023 年 7 月，有在职、退休共 231 户职工未按规定缴纳水费。 

既然存在问题，为什么迟迟没有整改?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找到

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 

“职工不缴纳水费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我也让整改过，但没推

行下去，就没管了。我作为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公司内部管理不到

位，多年来多户职工不缴纳水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是我工作不到

位。”王某说。 

原来，王某自 2018 年任灌云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总经理以来，明

知公司内控机制不完善，存在部分职工不装水表、不缴纳水费等情况，

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职工按规定缴纳水费，直至县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调查时，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最终，王某受到严肃处理。 

针对该案暴露出的漏洞，灌云县纪委监委督促县自来水有限公司

立即整改，对职工未缴纳水费问题进行专项审计核算，督促未按照规

定缴纳水费的职工补缴水费，现已补缴 131020.8 元。并在全县范围

内全面排查未装水表、水表破旧漏损、有表不抄等问题，现已发现水

表问题户 12757 户，新安装水表 8921 户。同时，向县水务集团制发

监察建议书，督促其对县自来水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履职、企业日常管

理、选人用人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建章立制，全面整改。(来

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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