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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园地★

习近平：人民至上

5 月 2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他所在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在参加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

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一起来看他饱含深情的

这些话。



















★说文解廉★

“守正”

《说文解字》说：“正，是也”，其本义为平直、

平正，后来从用来形容事物平直引申为形容人正直正

派，如我们常说的正人君子、一身正气等词，都用的

是这一引申义。“正”，即正气、正道，它代表一种

正义的精神和堂堂正正的人格力量。“守正”，顾名

思义，即恪守正道。守正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刘

向传》，其中说：“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意

思是说，君子为人做事始终坚持公平正直的原则，不

为众曲而自屈。

在江苏苏州文庙的庭院里，竖着一块刻有“廉石”

二字的巨石。这便是见证了三国东吴郁林太守陆绩两



袖清风的“压舱石”。陆绩为官清廉守正，不义之物，

虽一毫而不取。他离任归乡之日，全部行李还装不满

一船，艄公担心船太轻，经不起大风大浪的颠簸，随

从只好从岸边搬来一块巨石放在船上增加重量，这块

石头运回陆绩家乡后，时人称之为廉石。一块小小的

石头，展现出陆绩守正自持的定力。

《晋书·吴隐之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晋

代著名廉吏吴隐之操守清白、正道直行，赴任广州刺

史途中，来到石门，这里有一口泉水，名曰“贪泉”，

相传饮此水者，即使廉士亦贪。吴隐之却挹泉而饮，

还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

终当不易心。”意思是说，古人都说此水为贪泉，喝

上一口就会贪得千金，但如果让伯夷叔齐那样品德高

尚的人来饮此水，他们也始终不会改变那颗圣洁的心。

可见，真正的清廉正直之士，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

件下，都会守正自持，坚守本心。

翻开古代典籍，为人处世应该恪守正道、弘扬正

气的箴言比比皆是。唐代柳宗元说：“守正为心，疾

恶不惧”；《朱子语类》中说：“人之一心，得其正，

则事事皆得其正”；明代薛瑄《读书录》中说：“惟

正足以服人”。这都在告诫我们，人生在世，“正”

字尤为重要。



要想做到守正，必先正心，心正则言实，身正则

行端。北宋名臣包拯在端州任职时，曾写过一首题为

《书端州郡斋壁》的诗，其中说道：“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他以此诗

勉励自己，为官者应始终恪守清廉、正道直行。《宋

史·包拯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包拯在端州任

职时，了解到过去的州官都借进贡的名义大肆采制端

砚，用来贿赂高官显贵。他上任后严格规定每年按进

贡之数采石制砚，任何人不得从中徇私谋利，并且正

身律己，直到任期届满离去，也没拿一块端砚，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为自己立下的清心直道的要求。“不持

一砚归”的行为虽小，却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包拯

清正廉洁、正身律己的为官之道。

守正，实际上就是守住责任与担当，守住内心的

原则和底线。守正之中蕴含的是一种正道直行的人生

准则和清心自守的人格精神。人生的格局与境界从来

都不是由物质多寡决定的，正所谓“心逐物为邪，物

从心为正”，外在的物质名利远远不及内心守正自持

那般可贵。广大党员干部心头应该始终牢记一个“正”

字，不断涵养守正定力，守住良知，守望高尚。



★纪法课堂★



★以案说纪★

违规操办婚丧嫁娶案例

★案 例★

2015 年 6 月，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常委、院

长王次翊为其女违规操办婚宴。王次翊在其女

儿举办婚礼中，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与该校有

共建关系的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

惠价格，邀请学校同事、下属参加婚礼。

★条款解读★

2018 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

十一条规定，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

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直至开除党籍。构成本条违纪错误，需

要三个要件，即，“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已经

发生；存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造成不良影响”。



★案例评析★

中国是礼仪之邦，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是人

之常情。王次翊为女儿办婚宴是生活中一件喜

事，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接受与该校有共建

关系的北京某国际艺术中心提供的婚宴优惠价

格”，以及邀请同事、下属参加婚礼，这里面

就有难以澄清的权与利交换问题。领导干部办

私事，要清清爽爽，只要存在“利用职权或者

职务上的影响”可能的人与事都必须回避。


	“守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