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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评

新思想 新要求新理念

“过去穷，问吃饭了没有，都是问喝汤

了没有？吃不了几顿干的。”2018 年全国两

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说起一件当年的小事。

会场掌声、笑声激荡，总书记继续说

道：“勤俭节约的习惯应该保留下去。我家

里到现在啊，盛在碗里的，一个饭粒都不能

丢了。从我父亲那时候传下来，糟蹋粮食

良心上要受指责的。”

“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习近平曾在

给父亲习仲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从小

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

习惯的。”“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深受家风浸染的习近平，始终保持着勤

俭的本色。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经常穿

着一身旧军装骑着自行车下乡调研，平时

和大家一样在食堂排队打饭，睡在简陋的

办公室，床铺上铺着打满补丁的旧褥子。

到任宁德，习近平要求一切从简，不换车不

换办公室，住职工宿舍吃职工食堂，“在生

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

普通人”。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

百恶俱纵。”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

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要厉

行勤俭节约”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内容。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

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到河北调研时吃大盆菜，在四川芦

山地震灾区住临时板房，在福建古田同基

层代表共进午餐吃红米饭、南瓜汤，回梁家

河和乡亲们一起吃荞麦饸饹、油馍馍、麻汤

饭。对出访活动，多次指示要精算代表团

饭店入住天数，能省则省，不要浪费，住地

不要豪华，干净舒适即可。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型展览”曾展出习近平 2012 年考察河

北省阜平县时的晚餐菜单等票据——习近平

吃的是标准的“四菜一汤”：红烧土鸡块、阜

平烩菜、五花肉炒蒜薹、拍蒜茼蒿、冬瓜丸

子汤。

“餐饮环节上的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联想到我国还有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

各 种 浪 费 现 象 的 严 重 存 在 令 人 十 分 痛

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推动“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蔚然成风、深入人心。

“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时候都不

能丢掉。”“我们的财力是不断增加了，但决

不能大手大脚糟蹋浪费！”“不能说有钱了，

就飘起来了，嘚瑟起来了，这不行。吃不

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

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

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

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

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

一切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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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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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

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瞻仰革

命圣地。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

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在延安革命纪

念馆，总书记一席话语重心长：

“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

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

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

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

量的基点上。”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
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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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3年修订）

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于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的行为，不能放任不管，应加大查处力度，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果，紧盯“四风”隐

形变异不放，开展“点穴式”监督，方能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持续

形成震慑。要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决心，坚决清除“四风”顽

疾，防止反弹回潮。（内容来源：共产党员微信公众号；漫画由AI生成制作）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

称为“福利腐败”，主要有五种表现形式：

领导，从

下 属 公 司 账

外 提 取 的 现

金拿到了！
转嫁成本，通过

企业、社团组织等变

相发放。一些单位利

用管辖或审批权限，

靠啥吃啥，将发放福

利、津补贴转嫁给关

联单位。

好，就当做

大家的补贴发

了吧。

好的，到账

取给您现金。

老板，给我开一

张 20000 元 的 购 买

笔记本发票，单位话

费补助该发了。

制造假账，使用

“小金库”资金发放津

补贴或福利。一些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通

过购买办公用品、食

品等名义套取专项资

金，以此违规发放津

补贴或福利。

通过巧立名目自

行新设项目发放各种

津补贴或福利，安全生

产奖、招商引资奖、宣

传报道奖……未经批

准随意开展的考核检

查及认定类项目，也是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问题的高发区。

小点声，这

是领导给大家

发的福利！

哇 ，怎 么 还

有 安 全 生 产 奖 、

宣传报道奖……

未严格按照规定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诸如加班费、值班费、

未休年假补贴等如何

发放都有明文规定，但

一些单位无视发放标

准，超范围随意发放。

好的。

王 主 任 ，领

导 同 意 了 ，值 班

的和没值班的都

发补贴。

借“集体决策”之名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打着“集体同意”的

幌子，通过发放津补贴

或福利为个人或“小圈

子”谋利；或表面上“人

人有份”，实际上是“领

导吃肉”“职工喝汤”。

在充分征求集体

意见基础上，经研究决定，用

民生项目结余资金给书记、

镇长等参与重点工作的 5 名

领 导 干 部 ，每 人 发 放 奖 金

10000元。

胆子真

大，民生项

目资金也敢

挪用啊……

您银行账户收到转账 5000

元（安全生产奖）；

您银行账户收到转账 3000

元（宣传报道奖）。

案例评述

严禁严禁

严禁严禁

严禁严禁

严禁严禁

严禁严禁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锲而不舍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治“舌尖

上的歪风”，违规吃喝之风得到有力遏

制。党中央响鼓重锤、三令五申，今年又

在全党部署开展学习教育，然而在这种

形势下，一些地方“吃喝风”依然盛行，一

些党员、干部仍然“吃心不改”“酒瘾难

戒”。违规吃喝究竟为何严禁难止？

防线失守是内在根源。违规吃喝

表面看是没有管住嘴，根子上看是没能

守住心。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吃顿饭

喝点酒不算什么”，没必要小题大做；有

的认为人情社会吃点喝点在所难免、无

可厚非；有的认为“只要关起门来喝，就

没 人 知 道 ”，“ 都 是 自 己 人 ，不 会 出

事”。归根到底，都是党性修养缺失、纪

律意识淡薄，心无定力、心存侥幸。

畸形社交文化提供温床。“酒桌上

好办事”等错误观念在一些地方根深蒂

固，“不喝不亲近、不醉不真诚”的交际

观依然存在。“酒桌文化”与“圈子文

化”交织，形成畸形社交生态：“酒量”

等于“能量”、“能喝”等于“能干”、“入

局”等于“入圈”。一些党员、干部或主

动迎合，或被动卷入，在推杯换盏中搞

“感情交流”“权力运作”。

监管漏洞留下可乘之机。随着违

规吃喝行为花样翻新、日益隐蔽，查处

难度越来越大。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

地方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

督责任缺失，制度执行“挂空挡”，严的

氛围没有真正形成，导致规定归规定、

吃喝归吃喝，助长党员、干部侥幸心理。

违规吃喝绝不是小事小节，不仅严

重损害党的形象、消解群众信任，更破

坏党风政风、滋生助长腐败，对此决不

能手软松弦。一方面要动真格、出重

拳，揭开违规吃喝“隐身衣”，发现问题

露头就打、严查快处、绝不姑息；不仅查

“和谁吃”、“在哪吃”，还要查“谁付

钱”、“为啥吃”，深挖细查背后可能存

在的利益输送链条。另一方面要固本

培元，深化廉洁文化建设，培育健康向

上的社交生态，同时完善防范和纠治违

规吃喝的制度规定，扎紧制度笼子，强

化刚性约束。

守住心，方能管住嘴。一顿饭可能

是围猎的糖衣炮弹，一杯酒或是腐败的

“温床软枕”。唯有拧紧思想之阀、筑牢

作风之堤，才能真正让“清茶一杯谈工

作”成为常态，让“觥筹交错谋私利”失

去土壤。 （来源：求是网）

“和谁吃”“在哪吃”“谁付

钱”——

近日，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

厅公开通报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 10 名干

部在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这起违规吃喝问题，发生在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之际，是

典型的目无法纪、顶风违纪行为。被通报

的干部，一边参加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一

边组织或接受违规宴请，反映出一些党员

干部政治意识极其淡薄，对党中央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坚定决心和意志的认识极不清

醒，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毫无敬

畏戒惧之心。

从查处的案例来看，很多党员干部滑

向腐败深渊，往往始于接受一顿宴请、收下

一箱土特产、违规接受一次旅游安排这样

的“小事”。开始时安慰自己“仅此一例”，

下一次是“下不为例”，到后来“成为惯例”，

每一次破例都把欲望的口子越撕越大，纪

律规矩逐渐被抛在脑后。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违规吃喝，严查！

违规吃喝露头就打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

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2起

党员干部违规吃喝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在违规吃喝问题上，给党

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总少不了一桌好

菜，但公职人员可得警惕：周末节假日里的

“热情饭局”，哪些可能藏着“违规陷阱”？

什么是违规吃喝？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

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

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

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

有四类，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宴请；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

喝；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

请；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

吃大喝。

认定违规吃喝的关键是什么？

根据违规吃喝问题的构成要素，认定违

规吃喝的关键点在于弄清参与吃喝的人员

关系、吃喝的地点性质和吃喝的钱款来源，

也就是和谁吃、在哪儿吃、谁付钱。

■和谁吃？

党员干部也有生活，也需要维系感情，

不是说和谁吃饭都不行，如果是和家里人、

亲朋好友的正常聚餐，那么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根据《条例》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无论吃饭花费的是否为公款，只要是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党员干部一概

不能接受。

下属、下级单位、企业、管理和服务对

象，带有这些词条属性的人，不管是什么原

因，不管在哪儿吃，只要是对方宴请，吃了

就是违纪。

■在哪儿吃？

这是判定是否违规吃喝的另一个关键

因素。在这方面，如果只是单纯通过吃喝

地点来判断是否违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

一个地方：私人会所或具有私人会所性质

的场所。

只要是这类场所，不管和谁吃，不管谁

付钱，不管是否影响执行公务，一律违规。

■谁付钱？

这是认定违规吃喝问题最关键的因素，

也是违规种类最多的因素。一般对违规的

认定，分两种情况：

一是假公务真吃喝。就是假借公务活

动之名，实际并不存在真实的公务活动，用

公款来支付吃喝费用。

二是真公务超界限。就是虽然确实是

公务活动，接待“师出有名”，但是却超标

准、超范围，或者借机大吃大喝。比如，本

来是接待两个人，但是想吃得好一点，就作

假接待 4 个人，用 4 个人的用餐标准来接待

两个人。

这8种饭局去不得

■不准参加公款宴请

释义：公务接待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

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

准。超范围、超标准安排的公款接待，应属

于公款宴请。

■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的吃请

释义：到企业开展公务活动，不得接受

接待安排甚至宴请，确需对方协助安排的

应自行支付餐费。

■不准到企业搞变相吃喝

释义：公务用餐应安排在单位内部接待

场所或者政府定点采购的饭店，不得利用

企业的招待场所搞变相吃喝。不得参加由

企业组织的宴请活动，更不得要求企业为

单位或个人的宴请活动买单。

■不准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

释义：当事人、请托人、利害关系人以

及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吃请，应当拒绝。

对于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

不明的饭局，也应自觉回避。

■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吃请

释义：执行特定公务期间，除了正常公

务接待，应拒绝其他一切可能影响正常公

务活动的吃请，更不得借机大吃大喝。

■不准用公款宴请私客

释义：公务接待对象是指到本单位出席

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

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动，经批准按

规定予以接待的人员，非上述对象一律不

得安排公务接待。

■不准参加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

释义：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应提倡简朴，

防止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对于他人大操

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不盲目捧场，应自觉

回避。

■不准参加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

释义：借举办各类宴席之机，收受平时

无正常人情往来对象所送的礼金，是一种

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公职人员既不

应举办这类具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也不应

参加。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产

党员微信公众号）

什么样的吃喝算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