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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

德州学院纪委综合处 2023年 9月5日

一、纪法课堂月月学

本期“纪法课堂月月学”学习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章 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

的组织，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教育党员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纪律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部署，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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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的

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党组织和党员

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遵守

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

第四条 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

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

（二）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

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三）实事求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

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准确认定违

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当予以处理。

（四）民主集中制。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组织

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上级党

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出的处理决定，下级党组织必须执

行。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

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

第五条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

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

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第六条 本条例适用于违犯党纪应当受到党纪责任追究的党组

织和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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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示案例月月看

本期“警示案例月月看”主题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典型案例。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典型案例

1.2010 年至 2016 年春节期间，江苏大学财务处处长陈纪南先

后23次违规收受有业务往来的相关银行及本校所属企业以节礼为

名赠送的购物卡、现金共计 2.8 万元。陈纪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并被责令全额退缴违纪所得。

2.安徽科技学院后勤保障部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张东

晓，先后两次收受其管理服务对象安徽科技学院某物业服务公司

现场负责人赠送的价值约 9000 元的五粮液白酒 2 箱，并两次接受

该公司负责人安排的宴请。张东晓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厦门大学软件学院党委书记董槐林在参加软件学院组织的

在职工程硕士论文答辩期间，收受部分学生赠送的土特产和礼品。

董槐林受到党纪处分。

4.2013 年至 2018 年，新乡某学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邵某某

先后收受 5 名下属礼金、消费卡共计 3.4 万元；2009 年至 2012

年，邵某某在担任新乡某学院三附院党委书记期间，先后多次收

受下属礼金、消费卡共计 6.8 万元。2021 年 10 月，邵某某因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

所得予以收缴。

5.2014 年下半年至 2021 年春节前，西南某大学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原副处长高某某先后 6 次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以拜年拜节等

名义所送礼品礼金，折合共计 1.94 万元；2018 年春节前至 2021

年春节前，高某某先后 5 次接受设备供应商、招标代理商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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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高某某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2 年

3 月，高某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降为管理岗七级

职员；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案例评析】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党员干部，人情味要有，党性原则更要

强。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往往披着传统礼数中“礼尚往来”

的外衣，实质却成了滋生腐败的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对“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下大力气查处，收

受礼品礼金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党中央三令五申下，仍有少

数党员干部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不收手、不收敛，顶风违纪，

最终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收送礼品礼金的背后，实际是利益交换，实质是权力的衍生

品，送礼行为就是向党员干部攻击的“糖衣炮弹”，腐蚀党员干

部使其背离党的宗旨，以权谋私。有些党员干部抵制不住诱惑，

从战战兢兢收受烟酒茶、小红包等开始，到肆无忌惮收受贵重礼

品、巨额礼金，一步步滑入腐败堕落的深渊。

高校党员干部要从案例中汲取教训，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脑

子绷紧一根“弦”，心房多上一把“锁”，要管住“手”和“嘴”，

严守公私界限，泰然面对诱惑，不越红线、不踩底线，始终做秉

公用权、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三、廉洁文化月月谈

本期“廉洁文化月月谈”主题是家风教育。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

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领导干部要加强作风建设，维护

党的形象，必须高度重视家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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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重要论述

我们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

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

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

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2016 年 1 月 12 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

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

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

--2018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

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引导亲

属子女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2019 年 7 月 9 日，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重视家教家风，以身作则管

好配偶、子女，本分做人、干净做事。

--2022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

（二）百年党史中的清廉家风故事

1.周恩来“十条家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不少故乡亲友给身为总理的

周恩来写信，要求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周恩来十分

反感这种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

系。为此，他专门召集身边亲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并定下了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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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

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

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

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

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

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

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

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恩来没

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的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

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交往，千万不要说

出与他的这层关系。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 年结

婚，学院领导帮助他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江苏淮安调

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

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

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邓颖超也从一边给侄儿、

侄媳做工作：“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

策。”在周恩来夫妇的耐心说服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

周恩来说过，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2.罗荣桓：生活不要特殊化

罗荣桓元帅经常告诫家人，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为人民多做一

些有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地位不同了、身份变了，要求额外的照顾和

特殊的享受，搞特殊化。在生活中，罗荣桓常常通过一些身体力行的

细节来教育子女。1947 年 7 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

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

出将这处庭院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

一次，罗荣桓到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家去，见他家

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就跟他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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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是句玩笑话。但没过

两天，罗荣桓一家却真的搬来住了。罗荣桓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

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

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罗荣桓还说：

“生活不要特殊化，一味追求舒适的生活，讲究吃穿，贪图享受，就

要变坏的。”

1963 年 12 月 16 日，罗荣桓在弥留之际嘱咐爱人：“我死以后，

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楼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还交

代子女说：“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

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没

有什么遗产留给子女，但是给子女甚至全党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

富。

3.陈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陈云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市北长街上，房子受到地震影响出现了开

裂，被定作危房。当时计划翻修一下，设计和预算都已到位，但在最

后时刻，陈云告诉身边人：“这件事不能做，我不能给自己盖房子。”

最终，工作人员用铁管子在陈云办公室搭起一个防地震的架子，上面

铺着厚木板。陈云就在这个“铁框框”里坚持办公，直到很长一段时

间后才搬至中南海。

同时，陈云也严格要求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以

普通劳动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担任中

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于若木本来完全可以搭

乘陈云的汽车上下班，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机关，没搭过一次车。

陈云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家风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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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党委（党总支），各部门、各学院、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