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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纪委书记刘光辉：

一说“廉洁”就画荷花，有多少实在的教育意义？

2022年四川省河湖长制“七进”活动启动
5年来，四川12个湿地、417个湖泊全部纳入河湖长制管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柴枫桔 摄影
报道）3月24日，四川省河湖长制“七进”
活动2021年总结大会暨2022年启动仪
式在成都举行。

河湖长制“七进”活动，是由四川
省河长制办公室于2021年发起的一
项河湖长制宣传发动工作，旨在推动
河湖长制工作进机关、进乡村、进社
区、进党校、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
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河湖治理
的新格局。2021年，四川全省共开展
各类“七进”活动5万余场次，覆盖400
万人次。

据了解，四川于2017年全面建立
河长制，2018年全面建立湖长制，5年
来全省河湖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
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省水利厅
副厅长王华介绍，5年来，全省8596条
河流、8109座水库、5002条常年流水渠
道和12个湿地、417个湖泊全部纳入河

湖长制管理。全省近5万名河湖长，以
“清河、护岸、净水、保水”四项行动为抓
手，扎实有序开展河湖长制各项工作，

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河湖保护治理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全省水环

境质量创2017年来最好水平，203个国
考断面，195个达到Ⅲ类以上，V类和劣
V类断面全面消除；四川河湖长制工作
在2019年、2020年、2021年连续三年获
国务院督查激励；锦江、邛海成功创建
为国家示范河湖；在全国首创川渝河长
制联合推进办公室，打造跨省市河流联
防联控联治合作典范，获评“2020基层
治水十大经验”，巴蜀大地呈现出“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良好态
势。

“今年的四川省河湖长制‘七进’活
动，我们将重点关注全省在推进建设造
福人民幸福河湖这一进程中的大事要
事，深入报道全省河湖面貌持续向好、
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复苏的相关工作进
展，充分展现幸福河湖建设给人民群众
带来的不断增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

3月18日下午，成都全市党风廉政
宣传工作座谈会，在成都市纪委监委5
楼会议室举行。

参加座谈会的，包括来自省市历史
文化、文学艺术、新闻传媒等方面相关
专家学者代表9人，成都市组织、宣传、
文化、国资、教育、传媒等有关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人17人，以及成都所辖区
（市）县的23名纪委书记。

座谈会上，首先由成都市纪委副书
记马琳通报全市党风廉政宣传工作情
况。随后，四川省文联主席陈智林，四
川省社科院杰出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
会会长、巴蜀文化首席专家谭继和，国
家一级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
片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彭辉等先后发
言。

座谈会整整进行了4个小时，到傍
晚6：30才结束。

党风政风对社会影响巨大
对官员一定要严苛

成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刘光辉在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表
示：“大受启发，思路大开。”

讲话中，刘光辉首先要求成都市纪
检监察系统的领导干部们，认真贯彻落
实中办发〔2022〕3号文件《关于加强新
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深悟新思
想，落实好《意见》。先学一步、深学一
层”，还要开展专题学习讨论。

“制锦美政久，濯锦清流远”，谈
到廉政教育，刘光辉讲了一个历史故
事：清嘉庆年间，成都华阳举人潘时
彤就讲“为政犹制锦”，并夸赞当时的
华阳县令“以洁己为经，以爱民为
纬”，称赞他官当得好。

刘光辉说，汉语成语“三风十愆”，
讲的是三种恶劣风气、滋生出了十种罪
愆。商朝为此制定了禁止“三风十愆”
的官刑。其中的巫风、淫风、乱风，用现
在的话来解读，就是奢靡之风、收受礼
品、玩物丧志，以及公款旅游、不讲政治
等等。

之后，刘光辉发散开去：为政，自古
以来就是一个字：公。公生明、公生
廉。从商朝开始，到红军时期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到现在的“八项规定精

神”，内在是有联系的。“我们党的队伍，
现在非常壮大。我一直坚信，党风政
风，对整个社会影响巨大，一定能够带
社风、促民风。官方不支持，哪一种民
风能够持久？官方一支持、一倡导，哪
一种风气不走出官宅、走向民间？”正因
这个逻辑，刘光辉肯定：对官员，对各级
领导干部，一定要严，甚至严苛。

一说廉洁就画荷花
有多少实在的教育作用？

刘光辉认为，廉，不是实体性概
念。他说:“‘廉’，由一个‘广’加一个

‘兼’组成，本意是放庄稼的屋子。含义

是正直，引申出来包括勇敢、担当。不

收别人送的东西、金钱，就是廉？不全

是。廉，应该是一个人的底色，是领导
干部的底色。”

讲到廉政教育现在的一些误区，
刘光辉的观点令与会者眼前一亮：
《忏悔录》没有使用好，或者说没有使
用够。“《忏悔录》，是贪腐官员在特殊
时期、特殊环境下写的，都是心里话，
最真实、最能触动人。单位领导班子
成员开民主生活会，就把他以前的位
置空出来，放上那本有他自己写的内
容的《忏悔录》，他作为一名特殊的参
会者，忏悔录是一份‘特殊的发言材
料’，这样的效果一定不会小！”

廉洁文化的宣传，有些地方、有些
时候流于形式。“办公区走廊、大街上、
公园里面，挂几幅画，就能起到教育作
用了？”“一说廉洁就画荷花，有多少实
在的教育作用？而且还有个问题：谁是
荷花、谁是淤泥？”

刘光辉认为，处分决定的宣布就
是一堂教育课，一定要利用好权威发
布、案件通报，进行警示教育，“用身边
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是一个好的选
择”。3月10日，成都市纪委监委通报
了8起年轻干部腐败问题典型案件。
其中，成都城投集团原出纳、1992年出
生的曾小茗，涉嫌挪用公款1018万余
元，其中880万余元用于网络赌博活
动，引发强烈关注。刘光辉说，这样的
案子，相关单位就应该把年轻人、尤其
是年轻干部，集中起来进行讨论。

成都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马薇在发
言中说：“音乐艺术肩负着社会功能。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要追求艺术之美
与思想之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而不能只注重人气、流量和经济效益。”
刘光辉听后说：“音乐的力量多大啊！
赵雷的一首《成都》，超过了多少的宣
传？把成都的幸福指数、成都的形象，
传播出去了。歌词里面，不一定要有

‘廉洁’二字，为何一定要有？宏扬正能
量，就足够了。”

刘光辉在讲话的最后，希望成都纪
检监察系统在今后的党风廉政宣传工
作中，建一批平台和载体、出一批理论
研究成果、发掘一批新型的表达方式、
诞生一批文艺作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

3月24日，四川省河湖长制“七进”活动2021年总结大会暨2022年启动仪式举行。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我
们应该寻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
合点，用一种符合我们民族审美的
方式，用我们自己的语汇讲述我们
自己的故事。

成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有太多太多的历史故事，应该深入挖
掘其中的廉洁元素，充分运用川剧等
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

——四川省文联主席 陈智林

3月18日下午，成都全市党风廉政宣传工作座谈会举行。

专家学者发言节选

文化是最深沉的力量，文化是
根和魂。廉政文化就是一个身先士
卒、敢为人先的文化，是一种在新时
代赓续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外一方面是指敢于作为、有所作
为，为苍生、为民众作出榜样。

完善廉洁文化三大体系。第
一个体系是清官廉吏体系，这是为

政的体系，可以专门梳理一下成都
有关廉吏的廉洁文化论述。第二
个体系是家风家教体系。第三个
体系是乡风社风体系，好的乡风社
风有助于社会治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
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
蜀文化首席专家 谭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