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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2004年至2014年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科大

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李

斌，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

托后为他人在承接工程、销

售药品、职务晋升等方面谋

利益，有的行贿人将钱放在

盛放熏马肠的袋子里、盛放

酒的箱子里，李斌先后受贿

352 万余元。2015 年 7 月，

李斌被开除党籍。2017 年

3月，李斌犯受贿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打白条”拖欠群众财物

溧阳历史上的清廉“知县”

王应麟，龙溪（今福建龙溪）人。明万历八年（公

元 1580 年）进士，万历九年（公元 1581 年）任溧阳知

县。他平易近人，爱护百姓。丈量田亩，规定田赋，

使百姓完粮纳税不仅公正，而且非常方便。大旱，七

月流火，禾苗枯萎，他离开县衙，在城南筑山水坛，

虔诚匍匐祈祷天降甘霖，召集民众竭力抗旱。后升

任应天府巡抚，仍不忘关心溧阳百姓。

明朝：
王应麟 虔诚为民排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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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里的廉政文化

励：劝勉、振奋。成语“励精

图治”，多形容领导者的担当精

神和实际行动。

励精图治，出自班固《汉书·

魏相传》:“宣帝始亲万机，励精为

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总领众

职，甚称上意。”

汉宣帝亲自处理朝政大事，

振奋精神，力求把国家治理好，

他直接听取诸位大臣的意见，严

格考核各级官员的政绩；还把盐

价降低了，提倡节俭清廉，鼓励

发展农业生产。魏相则率领百

官恪尽职守。在魏相的辅佐下，

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

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终

于使国家逐步兴旺繁荣起来，出

现了汉室中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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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之便把利谋，酒箱掩盖贿款收。

身陷囹圄方知悔，纪律底线当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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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周某夫妇经营的饭店离镇政府只

有百米之远，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成了饭

店的主要客人，每年消费都在10万元左

右。但是当地党员干部在这些公务接

待活动中，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立即结

账，而是采取打白条的方式记账，累计

白条有 78 张，欠款额达 35 万余元。周

某多次找镇里要钱，镇里都以经费紧张

为借口，迟迟不付。有时要急了，也只

归还几千元。周某万般无奈，便求助媒

体。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某区纪委介入，协调归还拖欠款

项，并启动问责机制，严肃处理了违规

公款吃喝的党员干部。

【条例原文】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

百零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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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

劳、摊派费用，加重群众负担的；（二）违

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

罚群众的；（三）克扣群众财物，或者违

反有关规定拖欠群众钱款的；（四）在管

理、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的；（五）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

众、吃拿卡要的；（六）有其他侵害群众

利益行为的。”

【说纪】

本案是一起“打白条”拖欠群众款

物的违纪违规案件。所谓“打白条”，是

指本该向群众支付的钱款迟迟不兑付，

如不及时发放强农惠农补贴、拖欠工程

款、拖欠吃喝费等。

当前在基层，党员干部对群众“打

白条”现象并不新鲜，媒体曾经多次报

道。“打白条”现象呈现多种形式，有的

“新官不理旧账”，有的态度强横硬是不

还，有的哭穷耍赖玩起“躲猫猫”，更有

甚者让法院的判决书成了“法律白条”，

等等。对群众“打白条”，表面看是一种

拖欠行为，说到“根”上是群众观念出了

偏差。有的党员干部打起“白条”来心

里一点儿都没有负担，推脱责任、蛮横

耍赖，硬是不还，根本不考虑群众的感

受。对群众“打白条”，欠下的是钱款，

伤害的是民心，流失的是群众对党和政

府的信任。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

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

众。党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利益放

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

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

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广大党员干部

应当警醒起来，心中装着群众，躬身服

务群众，要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群众赋

予的，绝不能凭借权力的威慑以势压

人、欠账不还。对克扣群众财物，或者

违反有关规定拖欠群众钱款的，要视情

节轻重追究纪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