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

如何一体推进国有企业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

◎魏涛 高超
摘要：2020 年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宏观经济稳中求进的总体态势，

国有企业全年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压力更加巨大，加快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国

有企业当前必须要认真学习上级精神，按照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指导思想，坚持“严”的主基调，着力把

监督挺在前面，深化纪检监督体制改革，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定不移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在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取得新成效，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文在对国有企业“三不腐”建设问题提出相关

思考的同时，就如何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三不腐”建设提出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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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国有企业防腐机制建设过程中的

问题

（一）腐败重压态势不明显

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在构建廉政风险防

控长效机制过程中，腐败重压态势依然不

明显，这也是在“硬办法”方面的不足之

处。具体而言，一是在国有企业腐败风险

频发的背景下，当前很多国有企业依然没

有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没有

坚定内控合规管理的职能定位，在把控实

质性风险和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方面有效性

依然不足。二是在腐败风险防控过程中存

在一定的教条主义，往往机械执行上级部

门和党组织的政策，没有能够积极、辩证

的思维，考虑如何将政策精神、文件规定

执行与企业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三是在廉

洁风险防控方面没有严格落实好“问责查

究制”，干部员工对行为管理制度的敬畏

意识不强烈。

（二）廉政警示教育未形成常态化机制

目前，很多国有企业总体上还是未形

成常态化机制，现阶段的廉洁警示教育活

动基本是上级提要求了，就举行，或者是

想到做了，就临时决定，对于常态化、多

元化的廉洁警示教育活动模式应用较少。

同时，在开展相关廉洁警示教育活动时，

虽然对科学的廉洁警示教育活动模式有一

定认识，但是并没有有效进行运用，使得

员工廉洁警示教育活动模式中问题不断，

影响廉洁警示教育活动价值发挥。廉洁宣

传教育工作有待提升。

（三）廉洁教育活动落地效果有限

在国有企业，廉洁教育活动是风险防

控长效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廉洁教

育活动工作质量要能够持续提升，不仅需

要在廉洁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和实施方面

加强研究，同时还要对廉洁教育活动工作

进行有效的落地评估和考核，从而不断发

现落地过程中的问题，不断查漏补缺，推

动廉洁教育活动效果得到体现，以及机制

持续完善。但是目前企业在廉洁教育活动

机制构建和实施过程中，往往是“廉洁教

育活动完了就结束”，对于教育活动内容

的落地效果不闻不问，使得廉洁教育活动

工作难以得到进步。

二、如何推进国有企业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

中交二航局党委书记、董事长由瑞凯

在公司 2020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当前要保持全面从

严治党政治定力。一体推进“三不腐”，

凝结着对腐败发生机理、管党治党规律和

当前形势任务的深刻洞察，是适用于全面

从严治党各方面的科学思路和有效方法。

全体干部员工必须整体把握、贯通理解、

系统思考、统筹推进，不断增强总体效果。

围绕“三不腐”的目标，要从如下三个方

面系统构建国有企业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体系。

（一）不敢腐：重拳整治腐败行为——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保持“不

敢腐”的高压态势

一是要积极修订完善相关制度，明了

对明知故犯，屡查屡犯、顶风违纪的行为

从重、加重处罚规定；同时，补充细化关

于员工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并完善干部

聘用、考察制度，细化明察暗访、听取意

见与综合分析、工作显绩与潜绩、思想状

况与作用发挥四个结合机制，把考察范围

扩大到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使德才兼

备、清正廉洁、业绩突出、心态良好的干

部得到重用。二是进一步强化反腐工作，

压各层级反腐工作责任，明确反腐人员职

责分工，推动反腐领导小组有效履职，按

照人事管辖权限，下移违规违纪行为的调

查权、处罚权，形成快查、速处态势。同时，

逐级落实反腐管理责任，按照直管领导对

直管对象分级管理的原则，层层签订反腐

责任书，有效落实一岗双责制。三是要求

国有企业各级干部按照“了解你的管理对

象”的要求，针对下属思想动态、行为动

态、家庭动态，严格做实“三必谈”“四

必知”“五必访”工作。

（二）不想腐：强化宣传教育和廉洁

警示教育——把“廉”的理念融入血脉灵

魂，不断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一是有计划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反腐主

题教育活动，要继续积极地开展一些廉政

讲座、警示教育、主题演讲等活动，引导

干部员工从反面典型身上吸取深刻教训，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在此基础上，

要组织员工开展专题学习交流活动，各自

结合自身实际谈感想、谈收获，使得全体

员工在思想上筑牢防火墙，提高免疫力。

同时，要定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章党纪，

并适时开展检查和考试，做到警钟长鸣。

此外，要探索建立并执行廉政台账 制度，

坚决杜绝向客户、外部供应商吃拿卡要行

为。二是集中学习行业反面典型案例，特

别是近年发生的违规违纪案例，实行一案

一学习，一案一讨论，一案一排查制度，



142 ▲杂谈

浅论中国山水画的知行观

◎桂兆海

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知识论，有独特的知行观。讲求“实事求是”，《汉

书》：“实事求是，修学好古。”“知识、真理”等词都是来源于佛教。

一、中国哲学知行观发展概述

中国的“知”，包含“价值的知”和“事实的知”。中国的“知”

以价值为依归。中国人总是要问“知”有什么用，才会去“行”，中

国人重“行”。

先秦时期，诸子对重“行”都进行过阐述。荀子：“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而止。”老子：“绝学无忧，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诗

三百……虽多，亦奚以为？”并要求所学要“授之以政”，要学以致用。

三者在务实重行上没有分歧。墨子：“言必行，行必果。赖其力而生。”

认为行是人的本质特征。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是主张“行”，主张“技

进乎道”。

汉代以后，重“行”传统也没有大的改变。扬雄：“多闻而识正道。”

刘向：“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足践不如手辨。”王充更是把“行”

放到首位：“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隋唐以后，中国化佛教——禅宗，与印度佛教的区别就是重“行”

与重“知”的区别。在禅宗眼中，生活实践就是宗教实践，禅宗不主张

坐禅。印度佛教主张“观止”，观：读经；止；打坐。禅宗两者都不提倡。

所以，先秦时期到隋唐，重“行”在中国一直是主流传统。

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就进入到知行关系的研讨。程颐的观点是“先

知后行”。朱熹觉得有点问题，但不好反驳老师，于是提出“知轻行重”。

到了王阳明那里，他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阳明强调做事，

人在事上磨，讲理既在心中又在事中，处理得比较好。王派后学就偏

颇了，重知不重行，结果把儒生变成无用之儒生（临危一死报君恩）。

随着明朝的结束，王夫之痛定思痛，最后提出“行先知后”，并

一直影响至今。

二、中国山水画的重行传统

李可染先生曾说：“学艺有两点：一是正确的道路；二是天大的苦

功。”两句话看上去平常，实则知行合一。中国山水画家受中国哲学影响，

很早就知道，“知”固然重要，但实践不够深入，“知”也只会停留

在浅显层面。随着实践的逐步深入，会发现前人已经做到了什么程度，

自己应该做到什么程度。

画画是系统工程，各种理论都是别人实践之后的结果，一定程度

上指导我们自己的实践。但是行到深处知到深处。有了自己的系统性

的东西之后，又可以检验前人认识的高低。

（一）中国山水画写生实践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渊源

写生是中国山水画意境的营造与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手段。“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山水画提倡实践出真知的优良传统。

不过，传统山水画写生与现当代山水画写生还是有区别的。

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山水画写生局限于工具条件的

切实增强干部员工腐败案件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三是组

织系列培训及考试，注重反腐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促使员

工在学习反腐知识的过程中得到合规文化熏陶，以此提高

其对反腐防控的认识与觉悟，增强其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四是要发挥廉政文化的熏陶作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比

如可以将“清正廉洁，保持本色”“只和好人同行，不与

坏人为伍”“不吃客户一顿饭，不拿客户一条烟”“企业

的钱，就是自己的钱；企业的安全，就是自己的荣辱”等

内容纳入现有文化体系重点进行建设和发扬，在组织内外

宣传和鼓励这种风气，杜绝一些违规现象；并对新员工加

强文化教育和文化熏陶，使其能够带着“廉洁”文化标签

上岗工作。总之，要通过多管齐下，坚持习惯养成，真正

将廉洁之风落到实处。

（三）不能腐：全面抓好腐败防控工作——把“防”

的思维贯穿监督管控，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一是要持续关注反腐案件特点。对一些常见的反腐行为

如：违规使用权力，干部和外界违规发生资金往来，违规参

与经商创业，从事高风险投资，以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资源，

违规“开绿灯”等，反腐部门要认真进行梳理和分析，分类

研判，深入找准各自容易发生部位、发生过程和发生群体，

形成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全面认识。二是正确看待主观因素。

当前国有企业违规违纪行为的高发，既有外部诱惑不断增加

的原因，也有自身免疫力、抵抗力较弱等主观因素，主要是

一些干部对违规违纪行为的不理解、不重视，加之内心意识

薄弱，自律意识不强，容易导致干部对风险红线区的触碰，

对此，从上到下要能够清醒认识，并对照自身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深刻反省，努力调整，尽快消除主观上的风险诱发隐

患。三是要强化后果意识。对于各类违规违纪案件所产生的

后果，国有企业各层级干部要更树立起更加全面的意识，要

坚持从自身发展角度、纪律要求角度、员工个人成长角度等

几个方面，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客观

理性的评估，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此外还要积极调动基层员工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热情，让基

层员工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加强对我们国有企业干部权力运用

情况、履职规范性、个人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监督，从而形成

方方面面的监督力量。

三、结语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新形势下，

我们应当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大力构建“三

不腐”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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