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专项整治违规吃喝问题作出重要部署，为什

么要揪住违规吃喝问题不放？就在于其侵蚀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损害党的形
象，滋生政治和腐败问题，与一般性享乐奢靡问题相比危害尤甚，且群众反
映强烈。可以说，很多腐败问题都能从违规吃喝中找到“病从口入”的源头。
不少腐败分子在忏悔中都提到其蜕化变质是从吃喝玩乐、吃请收礼开始的。
藏在一顿饭、一包烟、一瓶酒、一张卡里的“四风”问题，往往是勾连攀附
的手段、由风及腐的起点。很多时候，吃喝成为拜访、结识、办事、交易的
“第一道关”。“围猎者”最惯用的围猎手段也是从吃一顿饭开始的，然后
再继续下一步。如果一开始就“你办事摆平、我送礼送钱”，很多人都能有
所警觉，而局中“一顿饭”的氛围和尺度，往往是“青蛙”入“温水”时最
适宜的温度。 
         吃吃喝喝里有“诱饵”。在违规吃喝中，不少人“识得破”却“忍不

过”，持“吃点喝点是人之常情”思想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党员干部不在意
小事小节，在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驱使下，把吃一顿、收一次视为无伤大雅
的“小意思”，放纵自己。殊不知，违规吃喝里藏着“拉你下水”的“诱
饵”，别有用心之人就是利用“吃喝不是啥大事”来“放长线”。欲望的闸
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从开始时“不就是吃点喝点”的轻描淡写，慢慢演
变为无法承受之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参与饭局、酒局之时，周边都是躬身敬酒的人、

奉承的话、微笑的脸，恭维和“尊敬”让人飘飘然，一些党员干部在觥筹交
错间优越感满满。这时，防线往往在称兄道弟中软下来，公权力往往在推杯
换盏中被侵蚀，一步步被牵着鼻子走。等到恍然惊醒之时，想“跳出来”却
为时已晚。 
         严肃查处和通报一批违规吃喝典型问题，形成强有力震慑的同时，也再

次给那些不把违规吃喝当回事的人敲响警钟：不仅吃吃喝喝里有“诱饵”，
纪律戒尺也早已高高举起 
 
                                                         （来源：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前不久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持续释放从严纠治“四风”的强烈信号。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果，必须始终抓住落实责任这个关键。各级党组织
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作风要求传导
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职能职责，
推动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职
责相贯通，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以钉钉子精神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  
         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是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的宝贵

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群众反映强
烈的作风问题，从中央政治局做起、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示范引
领，锲而不舍推进作风建设，为全党立起标杆、指明方向。各级党组织
把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担当尽责、常抓不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
强监督检查，有力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金色名片”越擦越
亮。新征程上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结合贯彻执行《党委（党组）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督促各方面坚决扛起抓作风的政治责任，
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针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四风”突
出问题，精准施策、靶向纠治，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取信于民。 
         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不断提升作风建设成效。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稍有松懈就会反弹回潮、死灰复燃。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死守，以改革精神、
严的要求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严防不正之风滋生蔓延。坚持党
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
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来源：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我国改革开放

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

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习近平2024年7月18日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 

 

吃吃喝喝里有“诱饵”



  

常补精神之钙 
   

     
 

                                         

 

                        

                      

 

 

 

 

 

                        

       

 

                   （来源：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廖小宁理想信念坍塌，背离初心使命，丧失纪法底线，私欲膨胀；

苏金森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近期，四
川、山东等地纪检监察机关公开通报了多起违纪违法案例，其中都提到了
一个关键词：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是人生旅程上的“指南针”，

指引着一个人的全部行为。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才能持之以恒。中国
共产党人向来是信念坚定的人。历史告诉我们，无数革命先辈为了追求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信仰，为的就是
理想。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过程中，常
常会面临很多诱惑，甚至是挖空心思的各种“围猎”。不少违纪违法党员
干部在忏悔书中讲道，自己腐化变质是由于“坏人太多，防不胜防”，但
那些被金钱、美色、嗜好等包围最终被“围猎”的党员干部，怎会不知
“围猎者”的用心？说到底，是这些人精神上“缺钙”的必然后果。 
         坚定理想信念就像打扫房间一样，需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

埃”。时常反躬自省，才能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才能在任何时候都
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始终不忘初心、稳步前进。 
 

 
 
 
 
 
 
 

        （来源：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生活纪律是什么，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有哪些 

 
 画 

里
有
话 

          
         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
其本质要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履行“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义务；党员不仅在生产、工作和学习上，在社会生活
和家庭生活方面也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生活纪律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条例》第十一章规定的违纪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奢
靡享乐、追求低级趣味；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失管失教；违背公序良俗等。新修订的《条例》增写生活中铺张浪费
造成不良影响行为的处分规定，与时俱进对党员网络言行进行规范和
约束。 
         值得留意的是生活纪律的兜底条款。如果其他条款没有规定，但

该行为严重违反社会公德或者家庭美德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则适用
生活纪律兜底条款追究党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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