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违规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公款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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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尽情吃，费用

单位报销！

违规组织公款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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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长 ，这 地 方 真

豪 华 ，得 花 不 少

钱吧？

记单位账上，都是

小钱，大家好久不

见，今天务必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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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名片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位于西安市北新街七贤

庄。1936—1946 年间，中共中央在这里先后设立秘密

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周恩来派在张学

良身边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

站。1936年春夏之交，刘鼎来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

贤庄，因这里距火车站较近，交通方便，用200块银圆租

下七贤庄的一号院，开始了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

通讯器材的工作。1936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秘密

交通站改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卢沟桥事变

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8月25日红

军联络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在维

护和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发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

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八路军领取、采买、转运物资，组织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这处革命

旧址，于1959年在此建立纪念馆。1988年纪念馆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贤庄革命旧址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已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

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来源：学习强国）

见证抗日烽火：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百年工运风云
在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昆山路东南角，一辆局部

展示的“上游型 688 号”蒸汽机车格外引人注目，似乎

在提醒着人们这里与火车的深刻渊源和难忘记忆。

“沈阳机车车辆厂始建于 1925 年，最开始叫皇姑

屯修车厂。”蒸汽机车旁，已是耄耋之年的中车齐车集

团沈阳公司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周成显，受邀给公司一

线技工上党课、讲厂史：这里，成立了奉天第一个赤色

工会；取得过“花红”斗争的胜利；马可创作的《咱们工

人有力量》在这里完成了歌词定稿……

赤色工会与“花红斗争”

20世纪初，我国东北地区共有3条铁路干线，但只

有京奉铁路(分为京榆和奉榆两段)归中国所有，一旦

火车坏了，只能送到唐山铁路工厂维修。

1925 年 4 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在奉天（今沈阳）皇

姑屯火车站附近修建皇姑屯修车厂，并于 1928 年 8 月

开工投产，这就是最早的沈阳机车车辆厂。

建厂至今，厂名经历了 18 次变更，不仅具有悠久

的历史，而且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沈阳早期党的活

动和工运发源地之一。

1925年，皇姑屯修车厂动工兴建时，工人大多数来

自唐山铁路工厂。京奉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梁朋万以

卖肥皂为名来到皇姑屯，在工人蔡恩起家里秘密成立

皇姑屯赤色工会，是奉天第一个赤色工会组织，有力推

动了奉天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9 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指示北

宁铁路皇姑屯工厂党的负责人张聿修、陈同和，要领导

好年终“花红”斗争。1930 年初，1000 多名工人在张、

陈二人率领下，冲破监工阻挡，高喊“我们要增加工资”

等口号，冲向厂长大楼。在铁路总工会和中共满洲省

委领导下，“花红”斗争取得胜利，工厂一度成为北宁铁

路关外段工人运动的中心。

日寇统治时期，该厂党的活动暂时中断。沈阳解

放前夕，该厂中共地下党孙玉奎组织反饥饿罢工，取得

抵制国民党当局打造 6 列装甲车斗争的胜利，谱写了

黎明前的凯歌。

激情岁月见证工人力量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皇姑屯机厂由中国

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更名为

皇姑屯铁路工厂。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踊跃捐献器材，

努力劳动，当月实现复工复产。

“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1949 年 1 月，为支援

全国解放，工厂挑选宋广福等 40 多名技术过硬的工

人，克服技术落后、缺少工具，没有氧气、电石等必备维

修物资等困难，经过十昼夜奋战，成功修复一台濒于报

废的机车，并命名为“北平号”。同月，又修复了“南京

号”。两辆机车先后南下，开赴前线。

时任驻厂军代表、著名革命作家草明在当年的《东北

日报》上发表《在胜利中跃进》《开到南京去》文章，记录了

该厂创造的“死车复活”奇迹，并创作长篇小说《火车头》，

热情讴歌铁路工人扭转乾坤、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

沈阳解放后，人民音乐家马可抵沈，参与组建东北

鲁迅文艺学院。其间，他深入皇姑屯铁路工厂，慰问演

出，教唱歌曲，鼓舞士气。在教唱由他创作的《咱们工

人有力量》时，有工人建议把“为什么？为了打老蒋”改

为“为什么？为了求解放”，马可欣然采纳意见并完成

了这首经典之作的歌词定稿。

（来源：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

“咱们工人有力量”

廉廉洁洁党史上的党史上的 故事故事

一个黑面馒头

1949 年，湖南遭到严重水灾，很多农田颗粒无收，

人民生活困难。当时，黄克诚奉命赴任湖南省委书

记。回到湖南第二天早上，他就上街“微服私访”了一

番，满心忧虑地回到家，正好碰上大儿子黄煦不肯吃米

饭，争吃警卫员的黑面馒头，于是大为光火。

湖南当时有大量南下部队，很多战士都是北方人，

习惯吃面食，而湖南人的主食是米饭，北方战士吃不

惯。于是，一周两次，特地配给北方战士黑面馒头作为

主食。黄克诚的警卫员是北方人，每周两次按部队的

规定吃馒头。谁知黄煦第一次见到黑面馒头，甚是好

奇，就一个劲儿地嚷着要吃馒头不吃米饭。警卫员忙

将自己的馒头给了黄煦。

正在焦虑中的黄克诚一时没考虑到黄煦还是个孩

子，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不准抢要战士的粮食

吃！不要见到好的、想要的东西都想要到自己手里

来！你们去大街上看看，多少人没饭吃！我们的生活

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不能挑挑拣拣。我们没有资格挑

挑拣拣。”训斥完黄煦，黄克诚又让家人和身边工作人

员都记住，以后不许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像这种情况不

能由着小孩子的性子，不能让孩子们动别人的东西、要

公家的东西，在这个事情上纵容他们就是害他们。

这件事，让黄煦和其他孩子以及工作人员很是长

了记性。从此以后，在他们的心里，公是公，私是私，分

得清清楚楚。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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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接受公款宴请

严禁严禁

出入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吃请

严禁严禁

其他违规公款吃喝等问题

严禁严禁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

严禁严禁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之

警惕“舌尖上的腐败”
违规吃喝及接待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被称为“舌尖上的腐败”，主要有六

种表现形式：

对顶风作案的违规吃喝，除了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并追究一把手主体责任外，还要严格执行党纪国法、规
章制度，真正管住钱、管住权、管住人，才不至财政“失
控”、制度“失守”、监督“失察”，才能将短期“不敢”变为
根本“不能”。

（内容来源：“共产党员微信”，漫画由AI生成制作）

领导，难得来一趟，晚

餐开几瓶好酒，两家单

位好好聚一聚。 好嘞！

局长，欢迎常来我

们公司指导，我敬

您一杯！

领导，这里环境不错

吧？平时不对外开放

的，吃完再去唱一曲！

领导，您放心！王总，现在查得越来越

紧，之前在贵宾楼那顿

饭的费用由你们公司

帮忙解决吧，正好下个

月有个项目……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

入开展。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

强调，要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把党员干部个

人查摆整改与组织查摆整改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作

风硬要求变成硬措施、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确保学有

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

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两个多月前，全国两会一结

束，党中央就在全党部署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

“各级党组织要深刻领会党中央这一决定的重大

意义，聚焦主题、简约务实地组织好学习教育，不要搞

形式主义，形式主义本身就是八项规定要反对的。”学

习教育开展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和云南考察时

特别叮嘱。

反对什么、支持什么，以身教作榜样，以行动作

号令。

在贵州肇兴侗寨，“条凳座谈会”别开生面；在云南

丽江古城，调研不封路、不扰民、轻车简从；在上海，部

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集思广

益；这次河南之行，深入企业等把脉定向……一次次实

地调研，不正是身体力行、以上率下的垂范？

八项规定第一条，“要改进调查研究”。紧锣密鼓

的地方考察调研，是示范引领，是方法指导，亦是面向

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谋篇布局。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

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听民声、察

民情、访民意，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发展的

顶层设计，一次次实地调研，不正是在寻求真知灼见的

“源头活水”？

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篇布局的时间节

点，更能领会“党中央这一决定”的深刻意蕴。

八项规定，解决的是作风建设“老虎吃天不知从哪

儿下口”的问题，关键在“下口就要真正把那块吃进去、

消化掉”。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等规章制度相继制定，层层衔接。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

螺栓，传递坚持不懈扎紧制度笼子的定力与决心。

窥一斑，而知全貌。久久为功抓作风建设的深层

逻辑，正是着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服务党的工作大局。

回顾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足迹，“干

事”二字一再强调。

在吉林，强调“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

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

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

在贵州，要求“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定力、养成习

惯，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在云南，指出“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树立鲜明导向，让担当作为者“放开手脚”，也是在全

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应有之义。

“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

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

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

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

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

踩着不变的步伐，咬定青山不放松，时间久又何

妨。“十年不够就二十年，二十年不够就三十年，直至真

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字字铿锵，

振聋发聩。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从总书记的考察足迹，看徙木立信、化风为俗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

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此次修订与时俱进完善多项规定，要求强

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责任落实，进一

步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对于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

风”具有重要意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

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

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思想永远不能丢。”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

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强调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

和革命事业”，“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

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以艰苦奋斗、

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

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的重要保证。

新时代以来，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引导下，

“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

张”等问题得到集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一批

作风顽疾被有效清除。同时要清醒看到，尽管党

中央三令五申，个别党政机关大手大脚、奢侈浪

费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顶风违纪、

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仍然屡禁不止。继续提

倡勤俭节约，是防范“四风”问题反弹回潮、隐形

变异的必然选择，也是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

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的主动作为。

党政机关是全社会行为和道德风尚的标

杆。新修订《条例》就加强党政机关经费使用管

理，完善政府采购监管办法，优化政府投资方向

和结构，从严从紧管理党政机关国内差旅活动、

因公临时出国（境）活动、公务接待活动、公务用

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强化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等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落实《条例》

有关要求，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抓好过紧日子各项

制度落实，勤俭办一切事业，从严从简、精打细

算，强化约束、严控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

刀刃上，腾出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制定发展规划、

出台政策措施、决定重大事项时力戒大手大脚、

寅吃卯粮，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狠刹铺张浪费歪风邪气，结合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落实节约规定，坚决防治和

纠正政务服务中的“面子工程”；扎实推进节约型

机关建设，推动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深刻

领会《条例》精神，树立节约观念、俭朴意识，节约

集约使用资金资源，带头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坚

决杜绝各种资金资源浪费，并建立健全反浪费监

督检查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强化责任落实，以优

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来源：求是网）

拧紧节约阀
杜绝浪费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