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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确界定和处置违纪违法财物

中国纪检监察 胡焦 杨正灼

违纪违法财物处置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纪检

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执纪执法的重要一环。党内法

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中均对违纪违法财物处置有明确规定，《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

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监察机关经调查，对违法取得的财物，

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公职人员违法取得的财物和

用于违法行为的本人财物，除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没收、追缴

或者责令退赔的，由监察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应当

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的，依法予以退还；属于国家财产

或者不应当退还以及无法退还的，上缴国库。上述规定虽然在

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处置范围均体现了财物的违纪违法性。实

践中，需要进一步厘清违纪违法财物处置范围、原则、方式等，

提高违纪违法财物处置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违纪违法财物处置范围

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践，按照纪法贯通的要求，违纪违法

财物处置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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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违纪违法行为获得的经济利益，包括直接或者间接获

得的经济利益。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即通常所说的赃款赃物，指

通过违纪违法行为直接获得的金钱、商品等可用货币计算的财

产性利益，例如违规收受的礼金礼品，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

领取的薪酬等。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即赃款赃物所获孳息，主要

指将赃款赃物用于投资、理财、经营等民事活动产生的收益，

或者不动产转让产生的增值收益等。例如党员干部将违规收受

的礼金用于投资股票，那么股票增值所获的收益应予收缴。

二是用于违纪违法行为的本人财物，指主观上直接用于违

纪违法行为，客观上与违纪违法行为直接或者密切相关，对违

纪违法行为发生起到重要、关键作用的财物。用于违纪违法行

为的本人财物，在实践中应当谨慎适用，重点把握财物是否具

有非法性，是否符合主客观要件，是否为违纪违法行为的必要、

重要条件等因素。例如，党员干部用于赌博行为的个人赌资，

如果赌博行为已过公安机关治安处罚的追溯时效，那么应由纪

检监察机关予以收缴。再如，党员干部违规开展民间借贷等金

融活动，获取大额利润的，如果无法证明投入本金为非法，那

么不宜纳入收缴范围。

违纪违法财物处置原则

全面收缴原则。根据任何人不得从违纪违法行为中获利原

则，纪检监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追赃挽损职责，全面收缴非法

获利。实践中，违纪违法行为从发生到案发一般间隔时间较长，



解 读

2021.10- 3 -

违纪违法财物的原始形态易发生变化，行为人或将财物用于投

资获利，或隐匿转移，或转让他人等，但无论财物的外在形态

如何变化，财物的非法属性不变，应查清违纪违法财物去向。

要注意收缴转变、转化、转让后的违纪违法财物及其孳息收益，

特别是违纪违法财物与合法财产相混合财产中违纪违法财物

对应份额产生收益。同时，也要注意区分受让人是否为善意取

得，对于善意第三人的财产不宜追缴，而是责令行为人退赔等

价财物。例如党员干部将收受的古董，通过拍卖行以 40 万元

的正常市场价格卖予善意第三人，那么应责令行为人退赔 40

万元，而非向第三人追缴原物。

相当性原则。根据错责相一致原则，违纪违法财物处置范

围应与违纪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当，综合考虑违纪违法行为

性质、情节、后果以及涉案财物在违纪违法行为中的作用、处

置效果等因素，平衡被审查调查人、第三人、被害方等多方面

利益，合理界定处置范围，确保执纪执法的公平公正。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违纪违法事实中存在当事人的合理付出，或者违

纪违法财物与合法财产混同，要甄别扣除合理合法财产，避免

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党员干部违规开展经商办企业，

涉及股本金、工资、设备等运营成本，如果资金金额与党员干

部及其家庭收入相当，亦无法证明资金来源为非法，那么不宜

作为违纪违法财物予以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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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原则。违纪违法财物处置应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和办

案成本，最大限度保护党和国家利益、第三方利益，实现政治

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实践中，常存在党员

领导干部自述其所持有的特定财物系违纪违法所得，但因时间

久远、本人难以回忆财物来源或相关涉案人员难以查找等客观

原因，致使事实难以查清，认定违纪违法财物的证据不足。这

种情况下，若被审查调查人自愿主动上交且能够排除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根据经济性原则，可以作主动登记上交处理。比

如，党员干部自述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接受宴请等，又无法查

清准确金额的情形，可按折价金额上交。同时，主动登记上交

也是党员干部认错悔错态度的重要体现，实践中，如果党员干

部主动上交因滥用职权造成的公共财产损失，对行为人积极挽

损的态度应予以认可，相关财物可作主动登记上交处理。



解 读

2021.10- 5 -

违纪违法财物处置常见疑难问题

违纪违法财物的处置方式。目前违纪违法财物处置方式有

收缴、没收、追缴、责令退赔、退回等。“收缴”包含没收和追

缴之意。“没收”是将违纪违法财物强制收归国有的行为，没收

财产一律上缴国库。“追缴”是将违纪违法财物予以追回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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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原所有人或原持有人，依法不应退回的则上缴国库。“责令

退赔”是责令将违纪违法所得的财物予以归还，财物已经被消

耗、毁损的，应当用与之价值相当的财物予以赔偿。责令退赔

的财物直接退赔原所有人或原持有人，但原所有人或原持有人

参与违法违纪活动或者存在其他无法退赔情形的，应上缴国库。

“退回”是违纪违法行为侵犯第三方合法利益，应当将违纪违法

财物退回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在实践中，应注意对以上处

置方式的适用情形进行区分。一是“追缴”与“责令退赔”的辨析。

参考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我们一般认为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违纪违法财物是否尚在。若尚在，能够查

明财物持有者，适用“追缴”，反之若不在，已被用掉、毁坏或

挥霍的，或者难以查清财物持有者，且不排除善意取得，则适

用“责令退赔”。责令退赔通常还适用于违反规定挥霍浪费国家

资产，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以及违反规定乱罚款、乱收费获

得的财物等。二是“追缴、责令退赔”与“没收、退回”的关系。实

践中，纪检监察机关一般只有将涉案财物追缴或退赔在案后，

才能没收或者退回。因此，追缴、责令退赔是没收、退回的前

提，追缴和责令退赔具有程序属性，适用于不在案财物，没收

和退回具有处置属性，适用于在案财物。

违纪违法成本的收缴问题。目前对违纪违法成本是否收缴

无明确规定，实践中做法不一。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是根据罪名

保护法益不同，以是否扣除犯罪成本为标准，分为毛利法和纯



解 读

2021.10- 7 -

利法。“毛利法”主张收缴犯罪成本，主要适用于非法占有的取

得利益型犯罪。例如金融诈骗罪将实施犯罪支付的中介费、手

续费等认定为犯罪金额。“纯利法”主张扣除必要的经营成本，

一般适用于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经营收益犯罪。实践中，

违纪违法成本是否扣除可以参考上述规则，重点考虑违纪违法

行为保护利益，违纪违法成本对应行为是否具有独立性、非法

性。对于不具有独立性，附属于违纪违法行为亦具有非法性的，

不宜扣除，例如虚构套取款项设立“小金库”而产生的税费等。

对于具有独立性且单独评价具有非法性的，不宜扣除，例如党

员干部利用赠送礼金等非法方式拉拢腐蚀官员，通过官员的职

务便利开展违规中介活动，其中赠送礼金等违法成本不宜扣

除。对具有独立性且单独评价难以认定为非法的，宜扣除。例

如退休后违规兼职兼薪，根据相当性原则，劳务、经营成本等

合理付出可以扣除。实践中违纪违法表现复杂多样，是否扣除

应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违纪违法类型、违纪违法成本产生

原因、与违纪违法行为的密切程度、收缴后果和影响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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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总有领导干部喜欢搞特权

中国纪检监察 沈叶 侯逸宁 朱丹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特

权思想、特权现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自

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带头廉洁治家，从严管好家属子

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反对特权的重要要求，再次告诫和警醒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所谓特权，就是凌驾于法律、制度规定之上

的特殊权利，是“四风”和腐败问题产生的病灶源头。结合近年

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和基层情况反映，我们给特权干部画画像，

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和危害，提出治理的建议与对策。

【表象之一】关门当老大，炫“特殊身份”

对下级权势熏天。有的干部把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当作自

己的“杀威棒”，对下颐指气使、以权压人，简直成了“土皇帝”。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自然资源局原局长黄某某在单位食堂中，

必须由其先行打饭后，其他干部职工方可用餐。

对群众爱答不理。有的干部自认为高人一等，不仅不愿和群

众打交道，对群众的冷暖利益少有关心，还粗暴无礼、冷硬横推，

根本不把群众当回事。如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教育局某副局长怒

斥就“划片入学”问题来访的群众“听不懂话”，连续用挑衅的话语

反问群众，还扬言要记下发言群众所在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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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层倨傲摆谱。有的干部下基层调研考察时，层层陪同、

前呼后拥，出行要人拎包，下雨要人打伞，甚至还要警车开道，

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

点评：

这类干部缺乏对下属和群众最基本的尊重，更谈不上有感

情，习惯被众星捧月、不屑与百姓为伍，把公权当特权，把“公

仆”当“主人”，对群众不仅没有敬畏感，反而有种鄙夷感。“烟

火气”淡、“衙门味”浓的结果，必然是与群众离心离德，严重

影响党员干部形象，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表象之二】个人说了算，行“特殊权能”

决策“一言堂”。有的干部官气十足、用权任性，在重大决

策中听不进不同意见，动辄给人扣上一顶“不讲政治”的帽子，

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丢在了一边。宁夏回族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理事会原主任秦某某4年不召开会议集体研究重大决策事

项，对别人的意见不是反感叫停，就是呵斥批评，最终造成供

销社资产巨额损失。

用人“一句话”。有的干部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滥用干部

人事推荐权、决定权，通过“暗箱操作”将亲信安插到实权部门、

重要岗位，搞“小圈子”；还有的一手遮天，对持不同意见的干

部公然打击报复。山西省水利厅原厅长潘某某多次利用职权干

预人事调整，使水利系统成了“自家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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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一把抓”。有的干部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不论大事

小事都一个人说了算，更有甚者利用财务报销审批权，把公款

当“私钱”，随意挥霍公款、侵占公物。李某某在担任江西省江

铜集团“一把手”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指使下属采取虚列账目等

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268万余元。

点评：

这类干部信奉“我的地盘我做主”，把本应履职尽责的政治

“责任田”当作了个人的“一亩三分地”，公然违反“三重一大”集

体决策制度，破坏民主集中制。“一把手”变成“一霸手”、“群言

堂”变成“一言堂”，任性用权、独断专行，长此以往，决策的

科学性、正确性无从谈起，对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

也会产生恶劣影响。

【表象之三】见利就伸手，谋“特殊利益”

大搞“靠山吃山”。有的行业中个别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

把公家“养分”输入自己“血管”。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

长袁某某案发生后，贵州省纪委监委以重大案件为突破口深挖

彻查，严肃查处了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某某、原副总经理高某

某、茅台酒销售公司原董事长王某某等一批“靠酒吃酒”的“酒

蠹”。

常谋“内部运作”。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经营管理、规则制

定、信息披露等权力，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私有化；

有的利用职权违规借贷、违规持股、低价购房，企图掩盖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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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实。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原副县级干部马某某利用职务之

便，为某汽车销售公司实际控制人秦某提供了帮助。除直接收

受秦某所送财物外，还另辟蹊径，以高额利率出借资金给秦某

使用，从中谋取暴利。

见利“眼开伸手”。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直接

或间接干预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交易等公共项目，或精

准设置层层关卡“内定”中标企业，或违规审批从中收取好处

费，或插手采购环节吃回扣。如湖南省沅江市国土资源局原局

长龚某某在旱改水项目中，违规为他人打造“私人订制”版招投

标资格，从中大肆敛财。

点评：

此类特权是公权力干预下的不正当竞争，是对市场规则、

社会公平的公然挑战，本质仍是以权谋私。当权与利深度捆绑，

“内行”演变为“内鬼”，权力异化为谋利的工具，必然严重破坏

市场秩序。试想，如果“他们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

有背景的轻轻松松获利，没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无法出头，哪还

有社会公平正义可言，群众的获得感又从何而来？

【表象之四】有福我来享，享“特殊待遇”

舌尖上“奢靡浪费”。有的领导干部仍然管不住嘴，公开不

吃暗地吃、不吃本级吃下级、不吃公款吃老板、虚构“凭证”违

规吃；还有的“点一桌剩半桌”“吃一半倒一半”，挥霍浪费、铺

张奢侈。更有谱大者，如黄某某在担任四川唐家河旅游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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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董事长期间，要求下属管理单位食堂厨师为其个人“开

小灶”，单独准备午餐，费用由下属单位支付。

车轮下“腐败歪风”。有的把公车当成身份的象征，追求坐

好车、坐豪车，超规格配备公车；有的把公车当成专车，无论

公事私事一律公车伺候；有的开私家车揩“公家油”，甚至将加

油卡变异为购物卡。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政协原主席张某某

多次指使其司机驾驶单位公务用车在非工作时间办私事，接送

自己参加同学、朋友聚餐。

公务中“特殊享受”。有的违规装修办公用房、超面积使用

办公室和配置高档办公用品；有的随意配备秘书、警卫；有的

出行要排面，飞机必须头等舱，高铁得要商务座。

办事走“特殊通道”。有的遇事习惯于找关系、走捷径、窜

后门，觉得自己好歹是个领导，打个招呼，制度规定就可以全

然不顾。像某街道办副主任在疫情期间，遇到进出小区登记这

样的小事，竟然也想着给社区书记打电话谋求方便。

点评：

“尺蚓穿堤，能漂一邑”。利用特权唾手可得的骄奢淫逸、

声色犬马让这些领导干部沉醉一时，使他们在外来的诱惑中甘

于沉沦，价值观逐渐扭曲，欲随权长、贪得无厌，进而肆无忌

惮地违纪违法，最终滑入犯罪的泥潭难以自拔。同时，更助长

社会上的铺张浪费、贪图享受之风，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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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之五】鸡犬也升天，受“特殊照顾”

行“一家两制”。有的利用权力或影响力，搞“前门当官，

后门开店”，帮助亲属在经商办企业中取得特殊“竞争优势”；

有的以家人名义经商办企业，搞利益输送。如湖南省常德市城

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赵某某在任职期间，其配

偶、子女出资 150万元入股与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有

业务关系的某影城公司，5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利 245.8万元。

搞“封妻荫子”。有的利用职权便利和职务影响，为亲属在

入学、就业、提拔、办事等方面拉关系、走后门。北京新兴畜

牧产品公司原经理秦某某利用职权、人情关系，让其妻子辗转

多家镇集体企业“吃空饷”，9年多来不用上班却照领工资 40余

万元。有的纵容亲属利用其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利益，逐步形

成以领导干部为中心、以水波涟漪的方式逐步扩散的关系网、

利益链和腐败圈。

炫“权力富贵”。有的干部亲属心存优越感，仰仗干部的权

力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有的人更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故意炫

富、炫权，唯恐他人注意不到。如四川省广安市委原副书记严

某某的前妻得知女儿在幼儿园打了小朋友将被老师惩罚后，不

是向被打幼儿的家长道歉，而是在家长群中抬出“严书记”以官

压人，要求老师给女儿道歉，透着浓重的优越感和霸道劲儿，

引发其他家长强烈反感。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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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父子兵”“捞钱夫妻店”……从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

法案件看，一些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身后，往往伴随着家教不

严、家风不正。他们不仅自身搞特权，还纵容亲属、“身边人”

沾特权的光、贪特权的利，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由此催生形

形色色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肆

意践踏社会公平正义。

果仁/绘

是什么让特权干部横行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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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令五申之下，为何依然有人“特权开道”？其背后既有历

史文化、体制机制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心理等主观

方面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特权现象之所以出现，是权力观出了问题。

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指导下，耍特权的干部忘了权力来自

人民就要为人民服务，反而认为权力是靠自己奋斗争取来的，

将权力视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有的干部奉行功利主义，

做事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有甚者为了实现

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把自身所处的地位和掌握

的权力变为发财的“孵化器”、贪腐的“助推器”。

爱慕虚荣、炫耀威风，是特权产生的心理原因。一是居功

心理使然，一些干部太把自己当回事，认为自己劳苦功高，搞

点特殊也是理所应当，吃点、喝点、用点、占点不算什么。二

是享乐心理作怪，信奉“人生在世，享乐二字”，对奢靡之风趋

之若鹜，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把公

权力变成追求享乐的工具。三是“酸葡萄”心理作祟，某基层干

部吐槽，“有的领导干部没掌权的时候厌恶特权，对耍特权的

人嗤之以鼻，但没想到他一旦掌权，却也靠着特权摆架子。”

腐朽的特权文化，是特权产生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官

本位”的封建思想作怪，某些干部深受荼毒，把当官作为光宗

耀祖的资本、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满脑子充斥着“手中有权、

地位显赫，就该高人一等”的想法。另一方面，“尊卑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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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观念作祟，某些干部仍然存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对上

“谄媚讨好”、对下“骄横无礼”，只要上级喜欢的不论对错都坚

决满足，助推了特权干部的气焰。再者，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人情文化”“面子文化”有关，某些人仍习惯办事“找熟人”“找

关系”，而不是依规循法做事，从而催生特权意识。

不到位的监督，也是特权产生的原因之一。当前，某些领

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有的主动接受监督意识

差，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集权揽权、任性用权，造成权力失控。

在实际工作中，“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弱、下级监督难”的问

题依然存在，监督刚性不足、制度执行不力，影响了监督实效，

权力破窗破圈现象时有发生。

狠刹特权歪风，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

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章对

全体党员的明确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祛除党员

干部身上的特权病毒，既要从思想教育入手，将搞特权之念扼

杀在摇篮中，也要在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深化改革上发力，

打出遏制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的“组合拳”。

做实教育，筑牢反对特权的思想防线。从正面引领上发力，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打通线上线下，通过红色家书诵读、参观

革命纪念馆、重走红军路、情景再现等“沉浸式”“体验式”学习，

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经常重温老一辈共产党人清正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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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不搞特殊化的政治本色，做到将“我”字看小、把“民”字放

大，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耻辱，做到知荣辱。从反面警示

上深化，加大对领导干部耍特权问题的通报曝光力度，引导党

员干部“见不贤而内自省”，经常检视自己是否有底气面对群众

和舆论的“凝视”，做到常自省。从弘扬家风上拓展，督促领导

干部加强自我管理和对“身边人”的约束，经常回头看一看“身

边人”有没有为非作恶，出现重大问题要第一时间报告；教育

家属与权不亲、与贵不攀、与富不比，在领导干部面临诱惑时

及时“拉一把”而不是“推一把”，做到管好家。

反对特权必须强化制度约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首先，要定好制度，制定制度要“实”，针对容易发生越权、

滥用职权问题的风险点，研究制定具体管用、切实可行的规范

措施，使权力难以任性。制定制度要“细”，针对存在模糊地带、

监管盲区、执行漏洞的事项出台细则，防止“牛栏关猫”，如规

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要细化规范

程序，明确操作依据，确保规范工作有序进行。还要警惕少数

人打着制度建设的旗号，故意曲解党中央的政策规定、纪律要

求以及纠治“四风”的初衷。其次，要执行好制度，聚焦关键人，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

见》，落实党组织自上而下监督系列措施，上级“一把手”要通

过与本人谈、与干部群众谈、与其他班子成员谈，多了解下级

“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对吃喝讲究、言行专



研 讨

2021.10- 11 -

横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聚焦重点事，把“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作为日常监督、巡视巡察、

审计监督的着力点，注重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采取多渠道，

重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通过随手拍、微信“一键举报”等形式

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对反映的问题及时查处并反馈

结果，让特权现象无处遁形。

消除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关键要深化改革，扫除“潜规

则”、清除“空白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为权责划定清晰界限，减少

权力寻租空间。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细化领导干部与企业主交

往行为规范，加大对行贿、“围猎”的企业主的惩处力度，确保

政商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为权力运行营造清净环境。

健全政务公开机制，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三重一大”事

项、决策依据、决策结果等都应以多种形式、在适当范围公开，

更好保障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阳光照进每

个角落，让阴暗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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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化股份党风廉政宣教月廉洁文化系列作品展之一

廉洁书法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廉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鲜明底色，要把廉洁文化建设纳

入云天化股份第五次党代会关于“新文化”建设中统筹谋划，

全力打造新国企廉洁文化，以廉洁文化建设推动政治文化正

气充盈，带动企业文化向上向善。为弘扬共建、共廉、共赢、

共享理念，厚植廉洁文化根基，云天化股份开展了党风廉政

建设宣传教育月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从本期开始，《清

风汇》将选登部分廉洁文化作品予以展示，营造“以廉为美、

以廉为荣、以廉为乐”的思想引领和廉洁文化氛围，以飨读

者。

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2107/t20210730_247247.html
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2107/t20210730_247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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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书法作品（部分展示）

红磷化工沈剑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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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磷化工沈剑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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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磷化工曾俊作品



廉 展

2021.08- 5 -

红磷化工龚明作品



图片新闻

2021.10- 1 -

云天化股份 开展 2021 年专题廉政党课暨警示教育

视频会

云天化股份党委、纪委按照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及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实

施方案有关要求，组织开展专题廉政党课暨警示教育视频

会，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国企硕鼠众生

相》，片子首次公开曝光了近期查处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背

离初心、权钱交易、违规经营、以权谋私、损害公司利益等

典型案例，警示广大干部员工引以为戒、汲取教训，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严防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发生。图为

云天化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段文瀚以《学党史讲廉洁永葆

共产党人本色》为题，为各级领导班子、中层管理人员、党

员及高风险岗位员工讲授专题廉政党课。（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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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矿业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营造浓厚清廉氛围

天宁矿业纪委严格按照上级有关部署要求，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紧紧围绕“学党史、遵党规、守党纪”主题，深入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七个一”系列活动，不断创新廉

洁宣教模式，通过征廉语、学廉规、授廉课、说廉事、践廉

行、演廉剧等形式，让廉洁文化“活”起来，并以此为契机，

大力推进“清廉国企”建设，将“清”和“廉”的要求贯穿到公司

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全过程，推动廉洁思想深入人心，促进

形成崇廉尚廉好风尚。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广大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纪法知识学习，

牢固树立正确的“三观”，立足岗位，扎实工作，使廉洁自律

的观念真正入耳、入脑、入心，切实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

防线。图为天宁矿业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现场一角。（钱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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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连锁 以案促改强党性，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

农资连锁纪委以“现场+视频”的方式组织 30 人召开纪检

月度例会，重点推进“以案促改”工作。会上，农资连锁纪委

办通报了各党（总）支部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活动及曹杰万

“以案促改”工作的开展情况，纪委办主任范俊结合曹杰万案

例，从认清国有企业人员的身份、学懂政务处分和纪律处分、

弄通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理解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区别

和定性等方面，进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每月一讲”专题培

训。农资连锁纪委书记石志勇，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叶健勇

先后提了相关要求。图为会议现场。（燕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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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化工 加强政治监督，做实疫情防控

当前，天安化工正处于大检修过程中，五十余家外委单

位人员进入公司检修现场协同工作，使疫情防控工作难度增

大。天安化工纪委科学部署疫情监督工作，牢牢守住政治监

督根本定位，做实疫情防控，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决策部署作为监督工作的核心，坚决做

到疫情防控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进一

步加强对各部门和人员的疫情防控职责落实情况的监督，纪

委书记李文红带队深入一线，对公司疫情防控及安全防范措

施进行检查，实时跟踪公司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考核监督情

况，重点检查入厂人员行程码、健康码、核酸检测结果以及

省外入厂人员健康信息管理情况，同时检查外协工作人员疫

苗接种等情况，确保将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图为天安化

工纪委书记李文红带队现场检查疫情防控及安全防范工作。

（邹光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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