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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财政局纪检组 监察室  编         2017 年 5 月 27 日   

 

【廉政动态】 

 

—局纪检组开展端午节前明察暗访督导 

 

5 月 25 日，局纪检组组织监察室、党办、人教科组成联合

督查组，对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工作人员到岗在岗情况、

“两学一做”学习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和全面督导检查，针对过好廉

洁端午节，进行面对面逐一提醒要求，持续释放从严从细信号，

严防节日“四风”反弹。 

从督查情况看，绝大部分同志都能够遵守工作时间，做到人

员在岗在位，遵守工作纪律，履行工作职责，有精神在状态，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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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人员履行请销假及报备手续齐全。局机关和局属单位各支部能

认真贯彻落实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会精神，制定实施方

案，按阶段稳步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对“学习党规党纪，自觉做

好表率”学习教育的落实安排及会议有记录及影像，个人学习有

笔记及交流，并对局纪检组下发的会风会纪专项督查通报主要领

导进行了批注，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和提出要求，总的来看，整体

情况良好。但在检查中，也发现个别人员还存在未严格遵守工作

纪律、外出不报备问题，督查组当即向科室和单位负责人进行反

馈问询，责成科室和单位领导对当事人进行提醒批评，要求对存

在的问题，采取措施，整改到位，进一步强化纪律作风建设。 

针对即将来临的端午节，督查组面对面向科室（单位）负责

人强调节日期间应注意遵守的相关规定，特别是要切实强化纪律

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要提醒和要求本单位干部职工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严禁公款消费、公款旅游，严禁违规使用公务

车辆。同时要求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要把 “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和近期在全市财政系统开展的“拉托卖好收受好处”专项

整治相结合，与我局集中开展的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相结合，与纪检监察机构落实“三个助力”相结合，坚决反对“四

风”，在管好自己的同时要管好家属，坚决杜绝收受节礼、公款

吃喝、公款旅游等。同时，要减少非公务活动之外的各类迎来送

往及聚餐应酬，严禁出入私人会所，深化纪律作风，整纲肃纪，

对发生“四风”问题的要坚决追究当事人和主要领导的责任，使大

家度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传统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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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曝光】 

 

1．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乙社村监委会主任张秀珍、三组原

组长席光荣虚报冒领粮食补贴资金问题。张秀珍、席光荣利用职

务便利，以他人名义虚报粮食补贴面积，张秀珍冒领粮食补贴资

金 8725.5 元，席光荣冒领粮食补贴资金 6315.6 元。张秀珍、席

光荣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收缴违纪所得。 

2．铜川市印台区广阳镇陶贤村原村委会委员郑福有虚报冒

领粮食综合补贴资金问题。郑福有利用职务之便，虚报种粮面积，

冒领粮食综合补贴资金 7230 元。郑福有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铜川市宜君县宜阳街道教场村教场组组长韩成亮民政救

助优亲厚友、违反财务管理制度问题。韩成亮在民政救助金发放

中优亲厚友，将土地流转资金 5760 元存入私人账户用于组上支

出。韩成亮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铜川市新区坡头街道牛村原村委会主任王八斤、党支部

委员杨甲宏、村文书刘万丈虚报冒领粮食综合补贴及退耕还林补

助资金问题。王八斤、杨甲宏、刘万丈利用职务之便，虚报种粮、

退耕还林面积，王八斤套取国家粮补资金 6664.92 元，套取国家

退耕还林补助资金 7380 元；杨甲宏套取国家粮补资金 2968.3 元；

刘万丈套取国家粮补资金 2418.3 元，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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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5700 元。王八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杨甲宏、刘万丈分

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收缴违纪所得。 

《来源铜川市纪委》 

 

 

【廉政文苑】 

“朋友”是个古老而又经典的词，时下更是空前火爆，哪个手

机一族每天如不刷刷朋友圈，那一定是睡着了。那究竟何谓“朋

友”？ 

最早出现“朋友”的文献是《周礼·地官·大司徒》：“五曰联朋

友。”到了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他这样谓之：“同师曰

朋，同志曰友。”无论“同师”，抑或“同志”，为首均是“同”字，也

就是说，只有具有共同的东西，才能成为朋友。师出同门，志向

一致，显然容易走到一起。再看字形，“朋”字，由两个“月”组成，

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不远不近，不离不弃，比肩接踵，相映成

趣，多像课堂上两个一般高矮的同桌？“友”字，其原始的甲骨文

字形，就像上下顺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意为以手相助，所表示

的仍然是一个“同”字。可见，“朋友”归根结底就是“同”，这也是“朋

友”的核心与本质。 

不过，这个所谓的“同”，却有“形”同与“质”同之别，“言”同

与“心”同之异，从而也就使这个“朋友”有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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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在人生这个舞台上，形形色色的“朋友”们使尽浑身解数

尽情演绎，以至惊心动魄、异彩纷呈。 

诤友 

道义相砥，能直言规劝的朋友谓之“诤友”。三国时期吴国大

司马吕岱德高望重，礼贤下士。他发现徐原这个年轻人志存高远、

德才兼备，是个好苗子，很是喜欢，不仅赐予他巾帻、衣服，还

与他一起畅谈，后来更是荐拔他当上侍御史。吕岱无疑是徐原的

知遇恩人。可是徐原却是个忠厚直率之人，心里有什么就要说出

来。吕岱在朝堂上有时出现失误，别人都装作没听见、没看见，

可徐原却坚持原则，一定要争辩出个真理来，常常令吕岱下不来

台。有人看不过，就在吕岱面前指责徐原，想不到吕岱却感叹地

说：“这正是我看重徐原的地方。”徐原死后，吕岱十分悲伤，他

痛惜地说：“徐原啊，我的好友，如今你不幸而去，我又从何处

听人指出我的错误啊？”所有闻之者无不肃然起敬。 

《孝经·谏诤章》上这样说：“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

就因为诤友是一面镜子，可以起到匡正过失的警诫作用。诤友的

基础是德行操守，抒正气，吐正言。这类朋友确显珍贵。 

畏友 

端方正直、相互规诫的朋友，谓之“畏友”。近代国画大师陈

师曾很欣赏齐白石的艺术，认为他将来会很有成就，但其所刊印

章却“纵横有余，古朴不足”。因此陈师曾劝导他以汉砖刀法入印，

“去雕琢，绝摹仿”。对于齐白石的画作，陈师曾盛赞画格甚高，

但也直接指出不甚精湛的地方，劝齐白石“自出新意，变通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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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的一针见血，让齐白石冷汗直流。齐白石虚心接受劝告，

衰年变法，成功创立红花墨叶派，成为国画艺术的一代宗师。 

陈师曾去世后，齐白石十分悲痛，写下《见陈师曾画，题句

哭之》：“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安得故人今日在，

尊前拔剑杀齐璜（齐白石名璜）。”他在《题陈师曾画》中充满

敬意地叙述了两人的关系：“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君无我

不进，我无君则退。”多么崇高而美好的境界！堪称一对真真正

正的畏友，堪称一段千古佳话。《白石老人自述》中作了进一步

的注解：“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他的话，

逐步地改变了。他也很虚心地采纳了我的浅见。” 

畏友，首先要敬，朋友的德行学识巍巍乎高不可攀，令人敬

仰。在这样的朋友面前，不由你不高尚，不由你不精进。这样的

朋友，能不畏乎！ 

知友 

相知甚深而情谊甚笃的朋友谓之“知友”。春秋时期，鲍叔牙

和管仲二人是好朋友，彼此相知很深。他们两人曾经合伙做过生

意，分利的时候，管仲总要多拿一些。别人都为鲍叔牙鸣不平，

鲍叔牙却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他家里穷呀。”管仲几次帮鲍

叔牙办事都没办好，而且三次做官都被撤职。别人都说管仲没有

才干，鲍叔牙又出来替管仲说话：“这不是管仲没有才干，只是

他没有碰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已。”更有甚者，管仲曾三次被抓

去当兵打仗，但三次逃跑。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鲍叔牙再次直

言：“管仲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家里有老母亲需要奉养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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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鲍叔牙当了齐国公子小白的谋士，管仲却为齐国的公子纠效

力。小白登位后，称为齐桓公，欲拜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极力

推辞，指出管仲之才远胜于己，劝说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国。管

仲最终尽展其才，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古往今来，知友上

演了一幕幕活剧，令人荡气回肠，感慨系之。 

“朋友”，其实不外乎两类：一是真朋友，一是假朋友。真朋

友建立在道义上，因为淡如水，故长、故常、故真；假朋友建立

在利益上，因为有所图，故厌、故仇、故假。每个人可根据自己

的情况，认清所交的是哪一种朋友，擦亮眼睛，默识于心。不知

诸君以为然否？（马军）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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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局领导。 

各县区财政局，局属各单位，局各科室，档（二）。 

  铜川市财政局纪检组 监察室            2017 年 5 月 27 日印发   

共印 58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