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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

走过 98 年峥嵘岁月，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发展史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 我们党书写
了无数个前所未有的第一笔。 这每一个“第一”，既记
录着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前行的坚实足迹， 又折射出不
同时期的时代烙印和精神内涵。 沿着历史脉络重温这
些“第一”，在红色记忆之旅中探寻初心，将新时代党
员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底色拭得愈加鲜亮。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发布

大革命时期，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后国共两
党合作的开展， 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从
1923年的 400余人猛增至 1925年的 3万余人。 然而
泥沙俱下之际，党内难免混进一些投机腐败分子，趁着
革命高潮之机捞取个人利益。 1926年 7 月，中共第四
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发布的《中央政治报
告》就明确指出，“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
了”。

若容留这些人在革命队伍里，势必腐蚀党的肌体、
影响党的形象。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 1926
年 8 月 4 日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制止党内腐
化现象的发生。

作为党的历史上首个反腐文件，这一通告，不仅深
刻分析了贪污腐化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 而且
表明了党对贪污腐化分子坚定不移的斗争立场和决
心。通告的发布，维护了特定时期党组织的纯洁性及其
在群众中的威望，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

第一个中央党内监督机构成立

1927年 4 月 27 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距
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已过去半个月。
“白色恐怖”下，一些信仰、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纷
纷登报退党甚至公然叛变投敌……面对这急剧变化的
革命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先进和纯
洁，建立起一个维护党性党纪的专门机构，已成为紧迫
任务。

5月 9日，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中央党内监督机构，随后，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也增设了“党
的监察委员会”一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了执纪监督
的严肃性。

事实上，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把纪律庄严写在
自己的旗帜上。一大党纲明确纪律内容，二大党章首设
“纪律”专章，最早于 1925 年在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地

区性监察委员会， 这些生动实践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中央监委的成立，又深刻影响了
后来党内监督机构的建设、党内监督工作的开展，在党
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

1937年 7月 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在陕
北一孔普通窑洞内，洛川会议召开，制定并通过了著名
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四条“改革政治机
构”提出“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
府”。 这一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
纲领，对于我党建设廉洁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为整肃干部
纪律，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条例草案，厉行廉洁政治、建
立廉洁政府，严惩贪污腐化，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工作人
员行为。尤其是 1941年 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开宗明义提出“厉行廉洁政治”“共产党员有
犯法者从重治罪”，尺度之严、决心之坚，彰明昭著。

处决黄克功、肖玉璧，提出边区“一没有贪官污
吏”等“十个没有”、制定颁布《惩治贪污条例》……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民族抗战时期廉政、 守纪的
楷模与典范。清正廉洁的党风，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的
胜利前进。

聚焦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穿过战火的硝烟，我们从延安走到西柏坡。七届二
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
炮弹”的攻击，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两个务必”的谆谆
告诫，仿佛还在这片辽阔旷野上回响。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如同
稗草在新生共和国土地上野蛮生长。 党领导的新中国
首次惩治腐败的斗争———“三反” 运动于 1951 年底
拉开了序幕，一大批有贪腐问题的干部相继被查处，其
中原天津地委书记、 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天
津行署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案堪称“新中
国反腐第一大案”。

“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 张子善死刑……”1952
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十五，当公审结果宣布后，原
本一片静默的保定市体育场瞬间全场沸腾， 人人振臂
高呼。

两声枪响， 恰如两声惊雷， 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人
“决不当李自成”的鲜明态度。 同时，这起发生在党的
高级领导干部身上的腐化变质案件， 也让全党进一步
认识到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紧迫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
的重要性，两个月后，新中国第一部系统性惩治贪污腐
败的法律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正式出台，为新中国惩腐肃贪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

首次提出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严峻的

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
春风，迅速吹“绿”华夏大地，掀起了改革开放新高潮。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不断激发人们勇于改革、大胆创新
的热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时，体制转
换、 政策创新、 观念变化也让腐败有了更多的滋生空
间，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一时呈现出某种泛
滥态势。

在这种形势下，以怎样的态度认识并面对腐败，事
关重大。 党的十四大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
都要反腐败”；1993 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
同年 8 月，我党反腐败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十
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京召开。

直面现实矛盾，二次全会首次提出“消极腐败现
象在有些方面呈蔓延、发展趋势，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
严峻的”这一科学准确判断，并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
力度的重大决策。 此后，经不断探索，我们党逐步积累
了一套适应反腐败斗争需要和改革发展要求的做法和

经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新路。

第一次公开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
必然要求。 ”2014年 12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调研期间，首次公开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
列。

其实，“从严治党”的概念早在改革开放后就已出
现。 1985年 11月，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农
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提出“要从严治党，坚决反
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
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 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
出“从严治党”。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使用
了这一表述，明确要求“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
纪律”。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从严治党得到进一步贯彻
落实，并在党的十四大写入党章，正式成为我们党管党
治党的重要原则。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从“从严治党”深
化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现的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党的
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推动提高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管党治党的质量和水平。

国家监委正式成立

2018 年 3 月 23 日上午 8 时，伴随着热烈掌声，
红绸揭开后，铸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
员会”字样的铜牌映入众人眼帘。 这是一个值得载
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 揭牌和其后宪法宣誓仪式的
举行， 宣告了国家监委这一具有创制意义的中国特
色反腐败工作机构正式运行， 反腐败工作由此翻开
崭新一页。

对权力的监督，是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所面
临的最大挑战。要破解这一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
必须探索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 从全面从
严治党、强化自我监督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实
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健全完
善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以实际行动回答 “窑洞之
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

国家监委成立后第 9 天，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
长王晓光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4 月 17 日， 广东
蕉岭县监委原主任温健忠成为第一个被查处的监委主
任；5月 11日， 云南省监委发出首个通缉决定……从
“形”的重塑到“神”的重铸，改革的制度优势正逐步
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释放出新的红利。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这一个个“第一”，既见证了
历史的沧桑，也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正风反腐，我们披
荆斩棘一路走来，也将坚定不移地一路走下去，以新的
“第一”拥抱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正风反腐，我们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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