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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廉★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原 典★

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

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

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春秋】孔子《论语·季氏》

★释 义★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说，看到善的

行为，就唯恐自己达不到；看到不善的行为，

就好像把手伸到开水中一样赶快避开。汤，古

时指热水。孔子用“探汤”这一生动形象的比

喻，来说明一个人看到不好的事情时所应采取

的态度。后世常用这句话来警示从政者要常修

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敬畏之心。

此外，《韩诗外传》中有“高比所以广德

也，下比所以狭行也”，即跟道德高尚的人相

比，就有高的奋斗目标，会使德行增进；跟落

后的人相比，标准要求降低了，会使德行减退。

《增广贤文》还有：“从善如流，疾恶如仇。”



它们都与孔子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异曲同工，也表明了古人在道德判断上的一致

性。

★解 读★

修身养德，最重要的是要趋善避恶。“见

善如不及”，是要常修为政之德。坚持“吾日

三省吾身”、坚持“时时勤拂拭”，始终以先

进为榜样、以楷模为标杆，发现自己的缺点，

认识自己的短处，日日扫除心灵的杂草，时时

修炼道德的境界。“见不善如探汤”，是要常

怀敬畏之心，不因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

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自筑“防火墙”、自套

“紧箍咒”、自设“高压线”，始终做到“政

治上跟党走、经济上不伸手、生活上不丢丑”，

切实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见善如不及”与“见

不善如探汤”是相辅相成的，求善就会避恶，

避恶亦能扬善。前者是应该追求的道德境界，

而后者则是应该守住的道德底线。如果没有对

更高道德境界的追求，那就难以获得修身养德

的内在动力；如果缺少对道德底线的坚守，那

就会突破外在约束，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摘自《习近平用典》）



★纪法课堂★

研判问题线索的基本思路

研判问题线索，就是对问题线索进行研究

并判定应对其采取哪种处置方式的过程。高质

量的问题线索研判是精准处置问题线索的前提

和基础。研判问题线索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头

绪繁多，看似难以把握，其实有规律可循。

预判问题的性质是基础

对问题线索进行分类，首先要分析研判反

映的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即对照党纪处分条

例、政务处分法、刑法等党内法规、法律法规，

分析预判问题线索反映的情况属于违纪、违法

还是涉嫌犯罪，违反的大概是哪一类纪律或者

法律，如果属实是否需要承担纪法责任。

比如，某线索反映“某村村委会主任张三

很强势，喝了酒就骂人”。这只是作风问题，

一般不需要承担纪法责任。但如果是“某村村

委会主任张三很强势，喝酒以后骂人，跟办事

群众发生争执拉扯，造成不良影响”，就可能

涉嫌违反群众纪律，需要承担纪律责任。如果

线索反映的是“某村村委会主任张三很强势，



一直强行截留扶贫款、征地拆迁款等”，这就

既可能涉嫌违纪，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党纪

处分条例、政务处分法中关于廉洁、工作有关

纪律要求以及刑法中关于贪污（职务侵占）、

挪用公款（挪用资金）等罪的规定，是预判此

类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

预判所反映问题的性质，需要熟悉纪律、

法律对相关行为性质的规定，为提出分类处置

意见打下基础。预判越准确，分类就可能越精

准，后续处置工作也就可能越高效。

研判问题的真实性是核心

对反映的问题进行定性，必须建立在事实

的基础上。因此，研判问题线索的重点是其真

实程度。

问题线索一般仅提供了片面的、部分的、

表面的问题信息，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存在，

需要更丰富、完整、深层的信息进行比对印证，

才能予以甄别。分析研判问题线索的真实性，

就是尽可能获取更多信息进行比对，以判断其

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大小。这主要从三个方面展

开。

一是问题线索的来源。线索来源是研判问



题线索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一般而言，来自

职能机构的问题线索真实的可能性更大。比如，

查办案件中牵扯出来的问题线索，巡视巡察、

司法机关、审计税务、行政机关等移交的问题

线索，其真实发生的可能性通常大于来自信访

举报、网络舆情等问题线索。

二是问题线索的外在表现。问题线索的外

在表现对于研判其真实性有较大影响。一般而

言，形式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前

因后果等越齐全完整，真实性越高，也越容易

甄别。外在表现对于研究来自信访举报的问题

线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重点关注举报渠

道、载体、署名、联系方式、地址单位、详细

程度等方面信息。从渠道来说，来访、来电、

来信、网络举报的真实性一般依次下降；从署

名来说，实名比冒名、匿名举报更可信；从联

系方式、地址单位来说，有真实的联系方式、

地址单位等信息的通常比联系不上、地址不实

或者没有联系方式及地址的真实性更高；从详

细程度来说，越详细越具体的信访举报，一般

真实性越高。

三是问题线索的内在逻辑。判断真实性，



更需要从内在的事理逻辑方面进行研判。越符

合事理逻辑，越可能是真实的。研判线索真实

性的内在逻辑，主要可以从发生、知情和揭发

逻辑三个维度展开。其核心是发生逻辑。任何

事物的发生，都有其逻辑和常理，越符合常理

和逻辑，越有可能发生。发生逻辑既包括大事

情，也包括小细节。知情逻辑是判断线索真实

性的重要参考。按照信息传递规律，越靠近信

息源中心，知情的可能性越大。关注线索来源，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判断与信息源中心的距离。

揭发逻辑对研判线索的真假有复杂影响。按照

利益冲突权衡的规律，利益冲突越大，揭发的

可能性越大。同时，因为利益的影响，也存在

着诬告陷害的可能性。

把握时机条件具有特殊意义

时机条件对问题线索的分类有非常重要的

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暂存方式作为

单独一类处置方式，就是基于时机条件细分的

结果。

把握时机条件有两个维度：一是“查”，

即能否查实。二是“处”，即处理时机是否成

熟。两者常常紧密联系，不需严格区分，但认



识上清楚其区别，有助于分析研判问题线索时

思路更清晰。“查”的条件主要关涉工作效率

和质量，“处”的时机则影响政治效果和社会

效果。比如从是否影响一地经济发展大局出发，

考虑处理时机合适与否；对年代是否久远、关

键人物是否找到等问题的关注，则主要考虑查

实的条件是否成熟。以暂存方式处置的问题线

索，既有可能是基于核查条件暂不具备，也可

能因防止发生不良政治影响或社会影响而暂

缓。

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部署的重点工作，是对

当时形势任务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有很强的

政治策略性，是研判问题线索时把握时机条件

的重要依据，也是纪检监察工作政治性、政策

性的体现。对问题线索进行分类时，要特别注

意这些策略要求。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对

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线索，多以初

步核实的方式进行处置，就是充分考虑时机条

件的做法。重点工作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而变

化，研判问题线索考虑处置方式时也应随之变

化。

影响时机条件的因素很多，除了中央纪委



部署的工作重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

历史条件、经济发展，被反映对象的年龄大小、

身体条件、影响范围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查处

问题的时机条件。因此，研判问题线索时，需

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该迂回时不妨暂存待查，

该直面时启动初步核实，准确把握时机条件，

精准处置问题线索，为后续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总之，纷繁复杂的问题线索研判，基本的

思路就是前述三个方面，即初步预判问题的性

质，重点研判问题真实存在的可能性，特别注

意把握时机条件。其中，前两个方面属于分类

标准的维度，研判任何问题线索，都需要从这

两个方面去衡量。后一个方面更多属于策略维

度，对某些问题线索确定处置方式有重要影响。

在一定条件下，其影响是决定性的，此时它也

就有了标准的意义。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以案为鉴★

投资屡次失败 他靠受贿弥补亏空

“刚参加工作时很清贫，但快乐无瑕。后

来接触的人多了，看着老板们的消费能力和消

费水平，开始有了贪念，有了物质的欲望。当

有了一点权力后，思想更放松了警惕。当看着

别人在 KTV 一掷千金后面不改色，开始羡慕不

已，想赚钱的欲望像野草一样疯长，开始借钱

炒股，亏了向企业老板拿钱补亏，最终一次收

了 300 万元。”

回顾自己蜕变的过程，中国人民银行台州

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科原科长娄霆在悔过书中

作了深刻的自我反思。2020 年 12 月，浙江省临

海市人民法院判决，娄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

娄霆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曾经的他定

过目标、有过梦想。2003 年，娄霆大学毕业走

上工作岗位。那时他也是满腔热血，一心想着

把工作做好。但是随着工作地位、社会交往、

家庭环境的变化，其接触老板商人的机会也越

来越多，思想上萌发了“出人头地”的想法。



娄霆所谓的“出人头地”，正是他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发生异化扭曲的导火索。为了“经

营”好自己的人生，他以买车、投资药店、股

票亏损等借口向企业老板索要钱财，沉迷于跟

他们一起赌博，从一名曾经优秀的业务骨干，

逐渐蜕变为腐败分子。

2015 年上半年，股市持续升温，尽管此前

没有炒过股、也不会炒股，但是娄霆仍禁不住

诱惑筹集资金进入股市。随着行情的变化，他

开始出现亏损，后来陆续交给三四个朋友帮着

炒，也都亏损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商人朋友陆陆续续拿

出五六十万的钱帮他补亏，让他的思想道德防

线一再坍塌，沉迷在“鱼”与“熊掌”可以兼

得的幻觉中。

因自己的公司涉及外汇、贷款等业务，有

求于娄霆的企业老板蒋某便投其所好，以股票

消息作诱饵。此时的娄霆就像输红眼睛的赌徒，

拼命购买股票，结果越陷越深、越亏越多，心

理产生了巨大的负担和压力，便收了蒋某 300

万元来弥补股票损失，还自认为蒋某以股票为

饵套住自己，理所当然予以补亏。



为了追逐金钱，娄霆还千方百计、绞尽脑

汁寻找其他“商机”：将银行贷款转借给管理

服务对象，获得不菲的高利转贷违规所得，并

利用职务便利，在外汇管理、银行揽储、人员

招录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

人钱款。此外，他还毫无节制地收受管理服务

对象所送的超市购物卡、香烟等财物，并多次

在高档餐饮场所等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

请和娱乐活动。

就这样，一心做着“发财梦”的娄霆，一

步一步陷入腐败的深渊，早已忘记了自己作为

党员、作为公职人员所应坚守的那份本色和操

守，最终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我现在常常望着那一扇窗口，只能看见

天空，偶尔能看见一只鸟飞过，乃至于此才发

现，自由有多么重要，正常的日子有多么难得！”

这是娄霆在《忏悔录》中留下的悔恨。2020 年

7 月，当办案人员与娄霆进行审理谈话时，他不

停地说对不起，向单位致歉、向家人致歉；他

还说他很孤独，很想和同事、家人说说话；最

后说到他一直在反思，愿意从新开始自觉地遵

纪守法、秉公用权、廉洁自律，愿意用今后的



所有生命去照顾父母、陪伴妻子、呵护儿子……

面对利益的诱惑以及复杂的环境，娄霆逐

渐迷失了自我，将权力变成了吃拿卡要的资本，

并一步步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这一发生在党员

干部身边的典型案件，具有深刻的警示教育意

义。有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台州市中心支行认真开展案件剖析工作，通过

以案为鉴、以案说纪、以案明责、以案示警等

方式，抓好警示教育；下发纪律检查建议书，

开展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排查，强化以案促

改；认真贯彻执行工作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及

其从业人员廉洁交往的规定，营造规规矩矩的

上下级关系、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亲”“清”

的政商关系；不断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努力实现“查办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

部、完善一套制度、解决一类问题”的效果。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