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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广角廉政广角
元旦将至，春节临近，此时亲戚朋友同

学聚会增多，聚会免不了聚餐，聚餐免不
了饮酒。关于饮酒，小酌助兴、怡情，贪杯
伤身、失德，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对于党员
干部来说，千万莫在酒桌上“装英雄充好
汉”，从而迷失方向，忘记规矩，做下糊涂
事，甚至违法犯罪，身陷囹圄。

酒，本不是坏东西，可是在声声劝酒
中让其变了味，形成所谓酒场潜规则：以
酒量识英雄，以酒量看感情。三杯两盏下
肚，马上称兄道弟；红酒白酒过喉，就成
了过命交情，仿佛喝得越多，感情就越深。
有人将喝酒用来“检测”感情，“感情深，一
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非要喝得大醉方
能显示出某种情感。还有人热衷于拼酒、
斗酒，将“八杯十杯见水平，海量才叫真英
雄”奉为至理名言，让酗酒醉酒成为餐桌惯
例。更有甚者，在推杯换盏之间，谋取不正
当交易，什么“喝了这杯酒，签字才顺手”
之类的话语随口而来，以酒量换利益……
如此喝酒，既浪费了时间金钱，损害了身心
健康，更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近年来，媒体时有报道，党员干部因为
“酒”而违纪违法。究其原因，是党性不强、
政治觉悟不高所致。作为党员干部，应该牢
记党的纪律，彰显好作风，弘扬正能量，不
但要遵守工作规矩，还必须坚守生活规矩，
自觉抵制不良风气。要知道，酒精不是加深
感情的砝码，真正的感情在于日常的沟通
与交流。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
之交甘若醴”，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如今，
餐桌上流行一句话：只要感情有，喝啥都
是酒。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以一种更
健康的心态来对待聚餐，彻底告别被歪曲的餐桌文化。党员干
部无论在何种场合，只有把纪律挺在前面，才能很好地自控自
律，不会让自己失态于酒中，失足于酒后。

本报讯 日前，凤翔县纪委监委将

查办的 3 起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典型

案例进行了通报，进一步严明纪律，充

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凤翔县南指挥镇原页西村党支部书

记李正杰、三组组长安万鸿，作为该村

土地监管负责人，对企业违规占有该村

0.44 亩耕地行为监督不力、不闻不问，

两人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凤翔县田家庄镇河北村村委会副主

任翟锁利，在负责分管该村土地管理工

作中，对村民私自占用 4.01 亩耕地建设

石膏线加工厂行为不制止、不报告，严

重失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凤翔县柳林镇财政所所长黄红

珍、原副所长董建忠、干部张新让，对

虚报的 4 个“一事一议”项目未认真履

行监管、审核职责，导致财政奖补资金

46.84 万元被套取，三人均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本报记者 王怀宇

本报讯 今年以来，陈仓

区纪委监委把扫黑除恶同反

腐败斗争、基层“拍蝇”结合

起来，精准发力，再出重拳，

严查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黑

恶势力“保护伞”问题。

陈仓区纪委监委成立工

作专班，精准靶向施策，对

信访举报案件、纪检监察案

件、涉黑涉恶案件、刑事案件

及村（社区）两委班子主要负

责人是否合格等全面起底翻

查，深挖细查涉黑涉恶腐败

及“保护伞”问题线索。建立

翻查起底台账，实时更新、

动态管理，对翻查发现的问

题线索组织力量及时核查处

置。同时，建立与公检法等部

门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双向移

送制度，采取召开扫黑除恶

打击“保护伞”破除“关系网”

问题线索会商排查座谈会、

深入公安机关主动介入在办

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等

方式，排查党员干部及公职

人员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

伞”问题。

截至目前，陈仓区纪委

监委组织多部门联合督查检

查，对扫黑除恶工作推动迟

缓、线索摸排不力的镇街和

部门的 9 名主要负责同志进

行了约谈。共受理初核党员

干部涉黑涉恶及“保护伞”问

题线索 34 条，立案 6 件，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 5 人，组织

处理 2 人，1 件公职人员充

当“保护伞”问题已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本报记者 邓亚金

本报讯 日前，陇县纪委

监委聚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强化监督执纪，深入开

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

项治理。

陇县纪委监委制定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的通知》。县纪委监委主要领

导带队深入县文旅局和博物

馆等单位，通过听汇报、查看

有关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

对专项治理进行督导调研。督

促县文旅局围绕“6 类问题”

在全系统开展自查自纠，逐

项排查存在的廉政风险和问

题不足，列出问题清单，制定

整改措施，积极进行整改。同

时，陇县纪委监委对十八大以

来受理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进行“大起底”，对十八大以

来查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等方面的案件进行翻查，并督

促县公安局、县文旅局对十八

大以来查办的文物犯罪案件

开展逐案筛查。

“通过开展专项治理工

作，我们将对在自查自纠、监

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发现的

突出问题，剖析原因，找准对

策，督促和推动文物部门加

强廉政风险防控，堵塞制度漏

洞，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上

防范文物系统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陇县纪委监委相关

人员说。
（邓亚金 刘亮）

本 报 讯 12 月 20 日，市 区

炎帝园广场热闹非凡，渭滨区纪

委监委联合辖区经二路街道、社

区开展“孝廉文化进社区”文艺

汇演（见上图）。
独唱、小品、快板、歌舞等节

目精彩纷呈，让社区居民享受了

一场丰盛的“孝廉文化大餐”。朗

诵《反腐倡廉美名扬》《孝是一棵

常青树》将孝廉文化建设融入百

姓 生 活 当

中；舞蹈《盛世欢歌》赞美了幸

福宝鸡和百姓的幸福生活。活动

中，书法名家还现场书写孝廉书

法作品，接地气的群众语言、传

统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让群众

喜闻乐见。

今年，渭滨区纪委监委创新

方法，深入推进家风家训等孝廉文

化建设，唱响“以孝为美、以廉为

荣”主旋律，扎实开展孝廉文化进

机关、进社区、进小区、进楼栋、进

家庭、进学校的“六进”活动，在全

社会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

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孝廉文化走

进街巷院落，融入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邓亚金

廉政时评

扫黑除恶进行时

基层传真

陈仓区纪委监委：

扫黑除恶再出重拳  

陇县纪委监委：

专项治理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问题

渭滨区：

孝廉文化进社区

严明纪律  警示教育
凤翔县通报 3 起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典型案例

清风吹开廉政花
—— 太白县“3+”模式推进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纪实

亚金 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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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扶风县纪委监委

举报电话是 5212400，举报邮

箱是……”近日，在扶风县行政

广场的LED 宣传屏上，不少群

众都看到了滚动播放的违规收

送礼金行为举报方式。扶风县

抓早动快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

题专项整治，已在全县形成浓

厚整治氛围。

为做好违规收送礼金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扶风县纪委监委

及时召开全县违规收送礼金专

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印发

《关于元旦春节期间深化违规收

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党

员干部紧扣《通知》和《关于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决刹住党员

干部违规收送礼金歪风的工作

措施》开展自查自纠。同时，将专

项整治与节日期间纠治“四风”

工作紧密结合，通过县行政广

场LED 宣传屏、电视游飞字幕

等形式每天滚动播放专项整治

工作公告，公开举报电话、邮箱、

网址，在镇（街）纪（工）委设置举

报箱 48 个，在各村张贴专项整

治工作公告，在县电视台开辟专

栏，组织 2 名镇（街）党（工）委、

3 名县直部门负责人接受访谈，

带头作出承诺。

“我们本着教育挽救干部、

唤醒初心的目的开展政策宣

讲，明确主动上交

与拒不上交的区

别，教育引导党员

干部放下思想包

袱，珍惜党组织

给 的 机 会，主

动上交违规收受的礼金。”扶风

县纪委监委相关人员介绍。 
本报记者 邓亚金

“弘扬清风正气，打造幸福慢城”，走

进太白县城入口处，一块印着廉政文化

宣传口号的太白县城全景图映入眼帘；

在县城廉政文化主题公园里，人们细品

墙面上水墨画中的清廉之意；在公路两

旁，造型独特的廉政文化铁艺雕刻，引得

路人驻足观看……在太白县城，廉政文

化宣传要素随处可见。

今年以来，太白县纪委监委通过“网

络+ 课堂、活动+ 阵地、制度+ 案例”的

“3+”模式，不断拓展宣传载体，丰富宣传

内涵，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

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网络 + 课堂

廉政教育入脑入心
在太白县，群众随时随地可以接受

廉政文化润物无声的感化，公职人员在

工作之余、茶余饭后，随时可以补充“精

神食粮”。太白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网

络平台”作用，通过太白廉政微信公众

号、太白纪检监察网等网络媒体，经常性

推送廉政法规、廉政工作动态，曝光典型

案例，强化“常震慑”，打造“指尖上”的廉

政教育平台。

同时，举办廉政专题讲座，开办“廉

政教育课堂”，通过对各镇各部门领导

干部、新上任“一肩挑”村干部进行专题

培训，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为综合监督

部门党员干部上廉政党课等方式，提升

党员干部法纪意识，促进廉政教育入脑

入心。

今年以来，太白县各镇各部门结合

实际开展廉政专题讲座 60 余期，派驻纪

检监察组组长讲廉政党课 15 场，受教育

人数达 2000 余人。

活动 + 阵地

筑牢反腐倡廉防线
“和睦友善、勤俭节约、科

技致富、读书为先”……走进

太白县桃川镇杨下村扶贫移

民搬迁点，家家户户门口都

悬挂着一块家风家训牌匾。

这是用优秀家风家训文化

涵养社风民风的一个生动

写照。太白县因地制宜挖掘

“廉”元素，将廉政文化与民风

民俗、家风家训等有机结合，

筑牢反腐倡廉“第一墙”。

太白县充分发挥廉政文化

主阵地的辐射作用，在全县创建廉

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农

村、进企业、进家庭“六进”示范点。各镇

各部门结合实际将廉政文化与机关文

化、企业文化、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家

风家训等有机结合，设置了家风家训馆、

廉政文化长廊，开辟了“廉政文化读书

角”、廉政文化宣传栏，建设了廉政文化

广场、主题公园等。同时，太白县纪委监

委深挖本地廉政文化资源，联合文化部

门，以黄柏塬红军标语纪念馆为题材，拍

摄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廉政教育微

视频，创作录制了廉政小品《砚台风波》，

让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接地气、入人心，在

潜移默化中筑牢了反腐倡廉防线。

制度 + 案例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太白县鹦鸽镇某村原村委会主任张

某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了相关处罚。太

白县纪委监委组织各镇各部门集中开展

以张某案为鉴的以案促改活动。同时，筛

选典型案例印发《基层干部典型违纪违

法案例剖析资料选编》《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案例警示录》，以案为鉴、以

案示警，用好用活典型案例反面教材，以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今年以来，太白县纪委监委通报曝光

典型案例 69 起 92 人，其中省市媒体曝光

10 余人，形成强力震慑。同时，根据不同

对象分类施教，对症下药，组织县、镇和部

门“一把手”60余人参观市廉政教育基地，

300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观看《贪与悔》《蜕

变的灵魂》警示教育片，通过形式多样的

廉政教育活动，在全县形成“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浓厚氛围。

太白县街心广场上

的廉政文化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