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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就廉政建设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切

实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

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第八个方面是“要生活正派、情趣

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

尚的精神追求”。胡锦涛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是中央近年

来首次对领导干部的生活情趣、品行操守等人品标准提出明

确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对于审计机关而言

，廉政建设不仅关系到领导干部，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审计

人员。审计机关廉政建设必须从生活作风抓起。 一、审计机

关廉政建设要从生活作风抓起是审计机关的工作性质和工作

特点决定的 审计机关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履行着维护国

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

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责。是保障国有资产

安全、完整、有效的“卫士”；是协助政府搞好经济运行宏

观决策的“谋士”；是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打击经济领域各种

腐败行为的“勇士”。正是由于审计机关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凸显出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责任重大。而相应地这种责

任越大，被腐蚀拉拢的风险也就越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廉

政建设上出问题。 第一，审计机关处在反腐败斗争的前哨阵

地，是腐败者拉拢腐蚀和攻击的首要目标。我国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加上体制、机制、法制的不健全



、不完善，腐败现象将长期存在，审计机关查处违反财经法

规的问题和案件，必然触及并损害少数腐败者的利益，必然

遭受“糖衣炮弹”的腐蚀和攻击。 第二，审计人员战斗在一

线，一个项目少则半月一月，多则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特别是就地审计、交叉审计和上审下，领导不可能做到适时

监控。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时执行廉政纪

律全靠审计人员的自觉性，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不可能没

有任何联系，时间和空间的隔离带来监督管理失控的风险。 

第三，审计与被审计说到底争斗的是利益，只不过审计维护

的是国家利益，而被审计对象维护的是部门利益、小团体利

益。被审计对象必然想千方、设百计维护自身利益，比方说

打着礼尚往来、工作辛苦、领导关心、朋友交往的幌子，妄

图从生活中打开我们的缺口。 第四，审计是得罪人的事，既

得罪坏人，也得罪好人，而且更多的是得罪好人。坏人接近

我们，我们感觉风险大，思想常常有提防。好人似乎风险小

，和我们套近乎，我们可能就无所谓，但一不小心，就有可

能被套牢。 所以，对于审计风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有

清醒地认识。越是大的系统风险越大；越是高的层次风险越

大；越是穷的地方风险越大；越是滥的单位风险越大；越是

素质高的人风险越大。这些年来，应该说审计在社会上树立

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不少赞誉，但近几年发生在审计系统

的“宜都风波”，河北沧州的“盐山事件”，都说明审计机

关在廉政建设上还是存在问题的，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认真

剖析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都是审计人员的生活作风不检

点造成的。从近些年落马的胡长清、刘志华、邱晓华等贪官

的堕落轨迹来看，无一不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而



道德品质上的问题又是从不健康的生活作风开始的。思想上

失去拒腐意识，抗不住诱惑，管不住小节，必然为一些不法

分子拉拢腐蚀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可以说生活作风问题

是廉政建设的首要问题。 二、生活作风看似小节，但从小看

大，小中有大 小节可见党兴衰。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来到

延安，他从毛泽东住窑洞、周恩来睡土炕等生活的小事上，

洞察到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内在奥秘，他甚至把共产党人的

这种作风称之为“东方魔力”。1940年，著名华侨领袖陈嘉

庚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在重庆，蒋介石花了800元大洋请他吃

山珍海味；而到了延安，毛泽东则请他吃战士们种的蔬菜和

房东老大娘送来的母鸡。在强烈的对比下，陈嘉庚感慨地说

：“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革命烈士方志敏被捕时, 国

民党士兵企图从这个共产党的“高官”身上搜出上千大洋和

金戒银镯，发一笔横财，可是搜遍全身,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支

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也没有。方志敏义正辞严地说：“

我们不比你们国民党的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升

官发财！”我们上中学时都读过方志敏烈士的《清贫》，我

一直记着这样一句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

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为什么看一党领导干部

的生活作风就能看见一党之兴衰呢？因为生活作风事关党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事关人心的向背。 小节能识品优劣。

“小节”是品德修养的试金石，关系到每个人的品行和形象

。年青人谈恋爱初次相见时，总是想给对方留一个好的“第

一印象”，第一次去拜访对方父母，总是没有不谨小慎微的

。为什么，无非是怕在言谈举止的小节上表现不当。历史上

曾有洗墨离任、灭官烛阅家书的千古佳话。说的是北宋大书



法家米芾在任涟水县知县时，离任时，再三叮嘱家人：“凡

公之物，不论贵贱，一律留下，不得带走。”临走时，还将

一支沾有公家墨汁的毛笔洗干净；另有一位极清廉的官吏，

晚上在官衙加班时，接到一封家书，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

书。阅毕，再点官烛加班。在当今时代，也有很多鲜活的例

子。人民的好公仆郑培明工作曾有过不少变动，每次调动，

大到取暖器、电风扇，小到一个公文包、几本杂志，他都交

待得清清楚楚。人民的好干部汪洋湖从政40余年，官至吉林

省水利厅厅长。1994年，从吉林市往长春搬家时，他的家当

只有一个书柜，两个木箱，两口水缸。1998年房改，需交1

．5万元购房款，他倾其所有积蓄都还不够，不得不找同事

借8000元。我们常说：“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小看大”

，就是说从一些“小节”可以折射出一个人道德品行的优劣

。 小节不守，大节不保。生活作风中蕴含着大与小的辩证法

，“大节”与“小节”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往往

会互相转化，很难明确分开。战争年代，白色恐怖，不守小

节，丢掉的是性命，是大节不保，很好理解。和平年代，建

设时期，不守小节，风险似乎不大，孰不知贪赃枉法，轻者

会丢工作、掉乌纱、陷囹圄，害己害家人，重者同样会掉脑

袋，这也是大节不保。大贪官胡长清的不归路是从接受不法

商人的两支毛笔开始的，成克杰的贪污受贿是从与女性产生

不正当感情开始的。而我们基层审计机关工作人员一旦廉政

出了问题，只有丢饭碗子，但我们谁丢得起这个饭碗子呢。 

三、良好的生活作风根本源自个人不拒细微的品德修养 刘少

奇同志曾提出，要像古人那样“三省吾身”，并说“必须下

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现在有一些同志视



道德修养为“软约束”，可有可无，甚至放弃道德修养，放

纵各种欲望，对各种诱惑实行“软着陆”，这是很危险的。

实践证明，抵御诱惑，拒腐防变，思想道德修养是第一道防

线。 一要慎微。慎小事、慎小节、慎习惯、慎嗜好，谨慎地

躲避小恶。宋代王安石说过“以小善为无益，以小恶为无伤

，凡此皆非所安身崇德”。他把不为小恶提高到安身立命、

成就伟业的高度。现在有些同志看不起小事，不屑于慎微，

认为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拿一点、收一点、贪一点，

无伤大雅，慢慢放松约束，滋长放任心理，在“温水”中越

陷越深，难以自拔。孰不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

这种“小节无害”的思想，可能导致到头来小节没守住，大

节也难保，并可能滑向罪恶深渊。正所谓“不虑于微，始成

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一些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

道路，都是从生活作风上的一些小事开始堕落的。古人“勿

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千古箴言，我们每个人

都应当铭于践行。 二要慎初。初，是起点，是第一次，犯罪

的“初”和“终”是紧密相连的。从一些腐败分子的人生轨

迹来看，他们大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奋斗的青年，上升的

中年，悲哀的晚年。他们犯罪的“第一次”一般在中年，少

数在晚年，近年来也有少数腐败分子犯罪的“第一次”已经

提早到青年。从一些报道的材料来看，他们在“第一次”时

也不是没有激烈地思想斗争，只是在“仅此一次”的自我欺

骗中让罪恶之欲占了上风。应该说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已经

把手铐无形地戴在了自己手上，后来想刹车也刹不住，最终

滑向了罪恶的深渊。勿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形色

色的诱惑实在太多，我们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难免会心



旌荡漾，但一定要把住底线，守住防线。古人说得好“君子

慎始而无后忧”，千万不能抱有“仅此一次”的侥幸心理，

有了第一次，必定会有第二次、第 三次⋯⋯欲壑难填，进而

变得如泛滥之水、燎原之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都应当

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坚守

“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的操守，始终保

持“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的品行。豁达处世

、淡泊名利、克己慎行。 “弱水三千，取饮一瓢；广厦千间

，夜卧六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仅此而己，何必为一

些身外之物所困、所左右、所害呢？古人云：“祸莫大于不

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其言之切切，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 三要慎独。慎独是一种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就是要求“君子”谨慎自己一个人独处

时的行为，不要以为“不睹”、“不闻”而放纵自己。 一般

来讲，在公开场合下，大多数人都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不

会做出有违党纪国法、有悖道德规范的事。但是，在非公众

场合，特别是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的时候，有些意志薄弱者

可能就会不善“慎独”，做些违法乱纪的事，并自认为没有

人知道，不要紧的。分析现在查处的一些腐败分子的蜕变过

程，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不“慎独”开始的。

一个人做坏事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无非是内因和外因两个

因素共同所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就

像人生病一样，是人本身的抵抗力、免疫力和遭到外界的风

寒雨湿的侵蚀所致。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患病，有

的人则不患病，为什么，就因为人的抵抗力、免疫力有的强



，有的弱。在这里讲“慎独”，就是要求我们要增强对外界

腐蚀和攻击的抵抗力、免疫力。“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即

使叮了，也不会起质的变化。加强“慎独”修养，谨慎个人

行为，就是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不仅管好自己的“八

小时以内”，还要管好自己的“八小时之外”，要做到人前

人后一个样，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一个样，不放纵、不越轨

，不做见不得人的事。 总之，不拒细微的品德修养，就是要

象毛泽东同志说的，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

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四、从生活作风抓起，首先是领导要

带头，其次是教育要得法，最后是管理要到位 领导带头。李

瑞环同志曾对什么叫“领导”有一个精彩论述，他说，所谓

领导，就是要“领”要“导”。什么叫“领”？就是带领，

什么叫“导”？就是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的生

活作风，既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也是一个系统、一个

单位的风向标。俗话说，风成于上，俗形于下；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抓生活作风建设，领导必须要带好头。正所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作风是

无形的，但又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作风是没有重量的，但力

量又是无穷的。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形中在

营造一种风气，提倡一种追求，引导一种方向，对健康生活

作风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客观上具有一种示范

作用。所以领导要切实从理念、德行、用权和自律等方面严

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善如流，要求下属做

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下属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一

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只有这样去要求别人，才



能理直气壮、无私无畏，别人也才会心服口服，才不至于出

现“虽令不从”的情况。 教育得法。健康生活作风的形成，

一方面要靠自律，另一方面还要靠他律，而教育就是他律一

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历史上“岳母刺字”、“孟母三迁”以

及诸葛亮教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佳话都说明了教育的重

要性。教育需要灌输，但灌输也要讲求效果。作为领导，要

让受教育者知所守、知所辨、知所拒，对一些生活作风上的

苗头问题，要早说、敢说、真说，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受教育者要明白“忠言逆耳利

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要虚怀若谷，要有闻过则

喜的心态和闻过则改的行动。教育者一方面要使受教育者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一方面要多从保护个人

既得合法利益的角度，让受教育者达到正行利病的效果。原

宜昌市委副书记文成国同志2004年在兴山县委常委民主生活

会上告诫我们：“人要经常向后看，这样可以净化灵魂。要

经常想一想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父辈，想一想自己成长的

历程，想一想儿时的同伴，想一想为了每月200元生活费在政

府门前上访的下岗工人，就会淡泊名利，经常保持一个平和

的心态，不断提高思想境界，确保自己今后的路走得更稳。

” 管理到位。邓小平同志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

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审计机关要按照温总理“依法、程序、质量、文明”的要

求，加强审计制度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要做到审计经费自理

。很多领导都讲审计要吃“皇粮”，是因为审计具有很强的

独立性，如果审计经费不能自理，吃了别人的，用了别人的

，就没有了独立性，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没有客观公正，



审计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我们在执行审计项目时一定要牢

记用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钣，不然的话，吃了别人的嘴软，

拿了别人的手短，还怎么去审计别人？其二要建立审计组廉

政建设责任制。执行审计项目都是以审计组为单位进行的，

审计组的廉政情况可以反映出一个单位的廉政情况。审计组

长对审计组的廉政情况具体负责，汇报审计情况时要汇报执

行廉政纪律的情况，审计结果报告报告审计情况时，要有执

行廉政纪律的内容，分管领导要不定时到点明察暗访，及时

了解和掌握审计组成员的廉政情况，适时解决审计中遇到的

各种困难和问题。其三要建立审计廉政责任和质量责任追究

制。将个人廉政情况作为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把手”对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班子成员对各自分管

股室的廉政建设负责，审计组长对审计组的廉政建设负责，

审计人员对自己的廉政情况负责，形成廉政建设层层负责、

人人有责的格局。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要严肃追究责

任。其四要推行审前公告和审计结果公告，完善审计双向承

诺和纪律公示。实行“阳光”审计，让审计接受社会监督，

提高审计的公信力。审计人员要承诺不接受被审计单位吃请

，被审计单位也要承诺不向审计人员发出吃请的邀请。其五

要进行审计复查和审计回访。通过复查和回访对审计组执行

廉政纪律的情况进行跟踪反馈，了解审计人员依法从审、廉

洁从审、文明从审的情况和被审计单位对审计作风的评价，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和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