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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纪检监察干部存在的问题

一是业务素质不够全面。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纪律

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向纵深推进，各种违纪违法案件不断涉及到金融、证

券、房地产及其他经济领域，违纪违法人员作案手段日

趋智能化、高科技化，纪检监察干部知识和能力难以协

同跟上，办案手段较为传统，跟不上时代发展。

二是尚未适应体制改革。随着国家、省、市、县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入，纪检监察干部相继转隶，有

的纪检监察干部在思想、学习、工作上还未完全适应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特别是在基层纪检监察队伍中有的是

公务员、有的是事业人员，这种身份差别、福利待遇不

对等问题，极易挫伤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干事的积极性。

三是工作仍有畏难情绪。由于纪检监察工作纷繁复

杂，工作辛苦难度大，是一项“扮黑脸的工作”，因此

有的干部心存顾虑，工作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办

法不多，创新不足。四是存在“好人主义”思想。有的

纪检监察干部乐当“泥瓦匠”和稀泥，不敢当“铁匠”

硬碰硬，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敢负责，作风检查、

惩治腐败力度不够，通报曝光力度不高，震慑力不足，

监督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是政治素质还不够硬。部分纪检监察干部认为自

己处在执纪执法重要部门，掌握监督别人的权利，平时

不注重自身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培养，对新形势下做好

纪检监察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工作心态不够平衡。

有些干部认为纪检监察部门是清水衙门，工作辛苦，生

活清苦，付出多，回报少，得不偿失。有的认为政治上

奔头小，提拔慢，交流难，逐渐在政治上放松警惕，在

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干部素质提升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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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纪检监察干部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力量，其能力水平直接决定着纪检监察工作的成效，直接影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力度和效果。因此，新时代背

景下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要求，是一项刻不

容缓的战略任务。本文阐述了当前纪检监察干部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探索提出纪检监察干部素质

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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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上降低了标准。三是业务能力不相适应。随着时代

的发展，有的纪检监察干部在面对新出现的问题、矛盾

及困难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效果欠佳。还有的平时

忙于其他工作，对本职工作虚以应付，问题发现不了，

查办案件经验不足、质量不高，既不能在理论上学习提

高，又不能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三、解决的对策

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纪律的执行者、捍卫者和监督

者。特殊的使命担当要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做到“打铁

还需自身硬”，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坚持做政治坚

定的明白人、廉洁从政的清白人、严以用权的守门人和

勇于担当的实干人。

1、要对党忠诚，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

当前，一些纪检监察干部出问题，说到底，是信仰

迷茫、精神迷失。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最为

可贵的政治品格，也是考量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是否合格

的基本准则。要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政治信条，自觉锤

炼党性，严格修身做人，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

一要补好精神之“钙”。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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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坚定了，绝对忠诚才有理性基础。

近 100 年来，我们党从 50 多名党员开始将无数仁人志

士吸引到同一面旗帜之下；到了 120 万名党员时，取得

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了近 450 万党员时，建立起一个

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到 3500 万党员时，我们以改革开

放迈开追赶世界的脚步；到了拥有8000万党员的时候，

领导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今，我们党已经成

为拥有了 9500 万党员的大党，正引领全国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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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勇毅前行。我们要

补好精神之“钙”，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面前坚

如磐石，始终让共产党人的神和魄立起来、强起来，让

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刻骨铭心。

二要对党绝对忠诚。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对党

忠诚，既有建立在理想信念基础上对党、国家和民族的

“理性忠诚”，又有对党和人民的“利益忠诚”。个人

利益与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是紧密联系的，

离开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群众的意愿福扯，就

谈不上党员干部个人的前途和利益。对党忠诚，只有绝

对，没有相对。如果搞亚忠诚、伪忠诚、相对忠诚、有

条件的忠诚，到了关键时候就难以忠诚。我们要时刻不

忘自己对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

为任何干扰所惑。

三要忠诚于人民。延安时期，朱德同志在广大党员

干部前朗诵过他写的一首诗：“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

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

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

足食万家欢。”“只见公仆不见官”，正是我们党性质、

宗旨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

真实写照。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在看是否人心向背，

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终将垮台。当前，

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在有了权力和地位之后，淡化了同人

民群众的感情，淡忘了党的初心使命，疏远了老百姓，

这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党的根本宗

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纪检监察干部要时刻牢记自

己的身份是公仆、公职，职责是公务、公干，执行的是

党纪、党规，维护的是公益、公利。

2、要清廉自守，做廉洁从政的清白人

清白干净，自古以来都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更

是纪检监察干部的钢规铁律。唐代名臣张说所著的《钱

本草》指出：“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污

贤达、畏清廉。”因此，为官不应为发财，既然担任了

公职，就是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头。纪检监

察干部作为执纪监督者，更应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当

前，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向好向上的，但我

们也要清醒看到，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世外桃源，不是保

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没有天然免

疫力。随着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

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

猎”的对象。

一要从严律己。正人先正己，严人先严己。纪检监

察干部要自觉树立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有喊出“向

我看齐”的气魄。要自觉净化“生活圈”、“朋友圈”，

不是什么饭都能吃，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办，不是什么东

西都能拿，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定几条规矩，像孙悟空那

样给唐僧划个圈，让“妖魔鬼怪”进不来，做到人前人

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工作和业余时间一个样，

经得起“晒太阳”的考验、“显微镜”下的检视，做一

个让组织放心、百姓称心、自己安心的干部。

二要慎始慎初。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不要认为吃喝玩乐、占点拿点、收点送点是小事小节，

往往就是这种细微无害的心理，使我们放松自我约束。

人一不小心犯了错，以后很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所顾忌了。

因此，常常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个人必须经常修炼的

功课。我们一定要自觉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规律，正确看

待轻与重、大与小的辩证关系，对诱惑之“微”严防死

守，对蜕变之“渐”坚决杜绝，慎始慎初，走好第一步，

走好每一步。

三要育好家风。修身、齐家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

良好家风既是党员干部精神成长的“涵养池”，也是党

员干部抵御腐败的“防护堤”。例如，焦裕禄对家庭、

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有一次，焦裕禄得知儿子看“白

戏”，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并亲自起草了《干

部十不准》，规定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纪

检监察干部身处聚光灯下，有广大群众看着、其他干部

盯着，不容一丁点儿“瑕疵”。我们不仅要管好自己，

而且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坚决纠正“出

了事才管”的错误观念，切实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把管教功夫下在平时，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带头培育

良好家风。

3、要遵规守纪，做严以用权的守门人

纪检监察干部手握监督执纪问责权力，因此容易在

滥用监督执纪问责权上出问题。或是拿了好处就好说话、

乱办事，抹案子、吃案子，办关系案、人情案；或者选

择性执纪办案、该查办不查办、该立案不立案；或者在

查办案件中徇私舞弊、跑风漏气，充当腐败分子的“保

护伞”；或者在涉案款物上“浑水摸鱼、顺手牵羊”。

历史和现实一次次警示大家，权力就像是柄“双刃剑”，

善用则利国利民，滥用则害人害己。我们一定要严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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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关口，正确对待权力，始终敬畏权力，依规依纪依法

用权，始终做到心中有戒、严以用权。

一要坚守用之为民的“生命线”。要坚持人民至上，

深刻认识到手中的监督执纪问责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

“忠实地为人民办事”，而不能为个人办事；只能“忠

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忠于少数人的利益。无论位多

高、权多重，在人民面前，权力只能服务；在法律面前，

权力只有服从。

二要织密行之有规的“铁笼子”。经验教训告诉我

们，权力与生俱来具有膨胀性、腐蚀性，要把权力装进

制度的“铁笼子”，权力一旦出了笼子，人就可能要进

笼子。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始终严守各项纪律和规矩，时

刻让权力在党纪国法划定的“红线”内行走，始终保持

在程序性规定铺设的“轨道”上运行。不仅要坚持实体

正义和程序合法相统一，还要注意依规依纪依法调查取

证和组织协调办案，确保严格执行程序贯穿于纪律审查

整个过程。

三要念好错之有责的“紧箍咒”。要充分认识到监

督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帮助、关心和爱护。能否接受监督，

体现的是胸襟、是气度、是修养。我们要自觉把监督当

成“防护栏”，主动接受监督，真诚欢迎监督，做到闻

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养成“在监督下用权”

的习惯，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用权不当要及时调整，

用权有错要坚决纠正，时刻做好面对公众审视的心理准

备，千万不能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当“两面人”、“阴阳人”。

4、要改进作风，做勇于担当的实干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纪检监察干部肩上的担

子还很重，唯有知难而上、勇于担当，才能不负党和人

民的期望。所谓担当，就是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就

是要不怕困难，敢于担事、敢于碰硬、敢于负责。

一要有攻坚克难的胆魄。为官避事平生耻，纪检监

察干部尤其不能避事。既然进了纪检监察机构这个大门，

就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冲在前、过得硬、拿得下，就

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消极腐败问题说丑话、讲硬

话、唱黑脸，动真碰硬，忠诚履职。如果该管的不管、

该硬的不硬，那就不仅仅是耻辱了，而是严重的失职，

是要被严肃追究责任的。同时，又要坚持“三个区分开

来”，执行落实行好容错纠错机制，勇于宽容干部在改

革创新工作中的失误，敢于保护好那些作风正派、敢作

敢为的党员干部。

二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从现实情况看，纪检监察

干部中“不严不实”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害怕得罪人，

害怕失选票，对眼皮子底下的“四风”问题和消极腐败

现象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有的作风漂浮，做事不动脑、

工作没思路，只拣面上的、好干的干，“硬骨头”让别

人去啃。有人说贪污腐败是党和国家的致命伤，那么懒

政怠政、作风不实就是慢性病，无时无刻威胁着党和国

家的肌体健康，危害同样不容小觑。纪检监察干部要紧

紧围绕监督执纪问责主线工作，认真审视思路理念、工

作内容、方式方法不相适应的地方，及时对标定向，真

抓实干、求真务实，努力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

作风正、工作实，努力做出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

验的业绩。

三要有能打会嬴的本领。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光有满腔热血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与我们所承担工

作任务相匹配的履职能力。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

就曾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

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如今，纪检监察

工作更加聚焦，表面上看抓的面窄了，实际上抓得更实，

要求更高。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深入领会中央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态度、立场、观点、

目标、要求、方法、举措等，把握精神实质，融于实

际工作。要在实践中锻炼成长，通过实践锻炼，发现

问题，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努力使自已成为本职工

作的行家里手。

四、结束语

总之，纪检监察干部要时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克服不足，不断提升综合

素质，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助

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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