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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坚持抓早抓小
浙江省纪委驻财政厅纪检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早抓小，

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

不能养痈遗患，决不能坐看自己的同志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近年来，浙

江省财政系统在财政部党组和驻部纪检

组正确领导下，坚持挺纪在前、抓早抓

小，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取得一

定成效。

把“无事”当作“有事”抓

浙江省财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一

直抓得紧，不少单位十几年、几十年都

“平安无事”。有的同志认为，“无事”就

少抓点廉政建设，有时间还不如多抓业

务。这样的想法显然不对。过去“无事”，

既不意味现在“无事”，更不代表将来

也“无事”，我们决不能把过去“无事”

当作放弃或放松抓廉政建设的理由。只

有坚持把“无事”当作“有事”抓，才能

确保廉政问题上的“无事”。一是构建防

范“有事”的责任体系。以责任清单的方

式，分别明确上至厅（局）党组、下至廉

政监督员各个层面抓早抓小的责任，一

级抓一级，层层传递责任压力。二是健

全防范“有事”的工作制度。确保抓早抓

小工作具体化、制度化，形成有权有责、

失职必究的工作机制。三是着力夯实防

范“有事”的思想根基。大力加强廉政教

育，深入推进财政机关廉政文化建设，

营造崇廉尚廉、干净干事良好氛围，提

高拒腐防变能力。四是紧盯可能“有事”

的薄弱环节不放。加强对涉农、涉企、

涉研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资金

的项目申报、审核、分配、验收等廉政

风险防控，最大限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

间，切断利益输送渠道。

把“小事”当作“大事”抓

打虎拍蝇的高压态势下，以权谋私

问题和案件大幅减少，浙江省 2 万多名

财税干部（浙江省实行财政地税合一体

制），每年发生的大小问题加起来在个

位数以内。违规违纪问题少了、小了，

组织处分处理轻了，党风廉政建设是否

可以松口气了？不行。问题少了，但尚

未绝迹 ；情节轻了，但仍是问题，特别

是在当前越来越紧、越来越严的形势

下，“事小”更不是“小事”。我们只有把

“小事”当作“大事”抓，才能防止“小事”

变成“大事”。一是摆正“小事”与“大事”

辩证关系，讲清“小事”背后的大道理，

防止在“小事”的累积中摔跟头、犯错

误。二是架设发现“小事”的探头，把党

组织和党员始终置于有效监督之下，使

“小事”无处藏身。三是要在“小事”上

常拉袖子常扯耳，发现违规违纪苗头性

问题时，及时进行谈话提醒、函询、诫

勉谈话，防止“小事”发展成为“大事”。

把“坏事”当作“好事”抓

对出现的问题是遮着、盖着使“家

丑不外扬”，还是利用“坏事”进行警示

教育，达到“一人生病，大家预防”的目

的？我们选择后者。一是要有把“坏事”

当作“好事”抓的担当精神，克服“家丑

不外扬”、“多栽花少栽刺”等错误思想

影响，通过旁听案件庭审、通报案情、

下发涉案人员忏悔书等形式，对照反面

典型，“算算腐败成本账”、“查查自己廉

不廉”，达到“一人犯错误，人人受教育”

的目的。二是要有把“坏事”当作“好事”

抓的正确方法，对问题较轻且不需给予

组织处理的，采取廉政谈话方式进行 ；

对问题较重且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进

行诫勉谈话，限期进行整改。三是注意

把握好“坏事”当作“好事”抓的政策边

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开

展积极的思想工作为主，不上纲上线，

对一般性和苗头性问题，只要向组织讲

清楚了、认识到位了、教训汲取了、整

改措施落实了，就应不予追究。

把“外事”当作“家事”抓

别人出了问题，不能幸灾乐祸看笑

话，应利用别人的问题来抓自己的工作，

从别人的教训中引以为戒。一是用别人

的问题抓教育。及时传达纪检监察机关、

巡视组关于违规违纪问题案件通报，观

看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安

排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旁听案件庭审等，

对财政干部进行经常性提醒教育，不断

强化党纪政纪意识。二是用别人的问题

查漏洞。通过剖析外部发生的问题及原

因，查找本单位、本部门廉政方面存在

的漏洞，研究制定防控措施，扎紧、扎密

制度的“笼子”，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三是用别人的问题促落实。通过汲取别

人的教训，进一步增强抓好党风廉政建

设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抓好教

育、监督、执纪、问责工作落实，确保广

大财政干部干成事、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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