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满意是最高荣誉。然而现实中，个别党

员干部政绩观扭曲，为了升迁不择手段。例如，有的整天琢磨迎合上级，

为让上级多表扬几句、多认可几次，一门心思揣摩领导意图和关注点；

有的喜欢搭“花架子”，搞“形象工程”，为的是显出自己的“能

力”“水平”；有的喜欢摆样子、走形式，一天走十几个调研点，下车

拍个照就走。这类人一旦虚荣心得逞，就沾沾自喜，把它当成最大的政

绩，对群众急难愁盼却视而不见。 

         追求成绩，是一种奋进姿态，本无可厚非，但对党员干部来说，开

展工作的出发点要看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否有利于保障

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事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名利，这种思想难免会催生

扭曲的政绩观，以致昏招频出、劳民伤财。例如，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

委会原主任陈家东担任漳州市委书记期间，为了早出政绩、快出显绩，

未经调研论证便花费2.11亿元打造建设6座仿古驿站，最终长期荒废闲置，

维护成本高昂。荒唐行为的背后，是贪恋私名、牟取私利，伤害的是人

民群众的感情，破坏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总则中要求党组织和党员

“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在分则政治纪律中充实

“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

的处分规定，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违反群

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聚焦政绩观不正

问题，严肃查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持续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 
       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进一步
修改完善行贿犯罪规定，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行贿诱导受贿，

受贿刺激行贿；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保持

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有力有效惩治行贿行为，在减存量、遏增量上下

功夫，以实际行动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大对行贿

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

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

追缴和纠正力度。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部署2024年重点工作时

强调，强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坚

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

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 

    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

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完善

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追缴制度规定，依法追缴行贿所获不正当财产性

利益，纠正行贿所获不正当非财产性利益，坚决防止行贿人占“经济

便宜”。要严格行贿人处理程序规范，建立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

完善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人大机关、政协机

关和组织人事、统战、执法、司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对行贿人

的全链条惩戒。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找准“病

灶”，解剖“麻雀”，靶向施治，推动案件查处与堵塞制度漏洞、强

化监督监管相结合，压缩“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生存空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
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
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
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习近平2024年1月8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切勿贪功寻私名 



  
坚决纠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漫画/翟桂溪   作者/周根山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仅劳民伤财，还可能对一个地
方一个领域的长远发展造成严重伤害，更与我们党的初心使命、优
良传统格格不入。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行为从违反群众纪律调整为违反政治纪律，并
作为从重或加重处分情形，进一步彰显了我们党坚决纠治“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的决心和态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屡禁
不绝，根子在于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花国
家和人民的钱给自己脸上“贴金”。 
  “形象工程”毁了形象，“政绩工程”没有政绩。党员领导干
部要从反面典型中充分汲取教训，真正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接受政
治教育、思想教育、党性教育，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培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境界格局，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务虚功、不图虚名，着
眼长远、因地制宜，坚决防止“穷折腾”、搞“花架子”，切切实
实造福一方。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对历
史经验教训的概括，道出了勤俭同治国与治家的关系。勤俭是治国兴
国之道、治家兴家之宝。在许多先贤名人的家规家训中，都写有勤俭
持家的内容。诸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教诲，“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的训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的提醒，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其中蕴含的治家兴家道
理，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刻地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把崇俭戒奢、艰苦奋斗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形成
了许多制度性成果，展现了共产党人优良的作风和品格，使党的事业
受益无穷。今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裕，但
戒奢以俭的道理并未过时。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崇俭戒奢的良
好风气。 
  坚持以俭修身。百年奋斗历程中，艰苦奋斗、苦干实干早已融入
共产党人的血脉。毛泽东一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刘少奇一条床单一
用就是十几年，陈云一个皮箱陪伴了自己62年……淳朴节俭蕴含着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以俭修身的道德自律。弘扬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从自身严起，从小事做起，让艰苦朴素成为一
种自觉、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自觉做到不讲排场、不摆阔气、
不比享受，永葆政治本色。 
     艰苦奋斗守初心，勤俭节约为人民。无论是“党和政府带头过紧
日子”，还是“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目的都是为了让群众过好日
子，把有限的资源真正用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来，这是由我们党
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坚持这样做，不仅能有效节约和利用资源，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凝聚民心，形成同心同德、
干事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成由勤俭败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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