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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警示教育的思考
邵佳妮

（驻天津工业大学纪检监察组　天津　300000） 

【摘　要】警示教育是做好案件查处“后半篇”文章的基础和关键，是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迫切要求，

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要求，警示教育要注重思想教育为先，在精准上做文章，在实效上下功夫，以案说法、以案释纪，

丰富警示教育形式，构建全方位、多样性、形象化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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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警示教育的必要性

（一）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要求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

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警

示教育是党风廉政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是开展全党思想

教育的有利手段。纪检监察机关应该注重发现所查处的违法违

纪案件背后凸显出来的根源问题，利用编写的警示教育录、警

示教育纪录片、清廉家风建设图书等素材，开展以案明纪、以

案释法的警示教育系列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严以律己、谨慎用权。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向标本兼治推进，推动党和国家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首先应该落实“全面”的要求，坚持惩治

和教育相结合、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其次应该突出“治”

的要害，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要突出其反面警示作用，

通过正引导反警示的方式不断强化教育质效。

做好警示教育能够使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警示教育可以起到预防与防治广大党员干

部的作用。我们可以将警示教育作为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抓手，

不断优化警示教育的体系建设，不能将警示教育变成 “走过场”，

必须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广大党员干部可以通过警示教育

树立起规矩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增强自身的拒腐防变能力。

二、警示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一）纵深度与精准度不够。一是个别纪检监察机关对违

纪违法事实产生的原因没有进行深挖细纠，对案件反映出的监

督缺失或制度漏洞、管理短板等问题研究不够。二是部分地区

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警示教育只针对“一把手”与领导班子成员，

中层领导干部与基层党员的教育缺失，有“一头热”的情况。

三是有些纪检监察机关实行“拿来主义”的时候不加以区分，

选取的例子与驻在单位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受教育的党员干

部并未入脑入心，无法产生情感共鸣。

（二）警示教育缺乏系统性。个别纪检监察机关警示教育

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体系，没有系统的警示教育规划，教育内容、

教育方式、教育主题等模糊不清，有很大的随意性。

三、做好警示教育的方式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分级分类、多种形式施教，构建有说服力、

约束力、震慑力的警示教育机制，提升教育质效。

（一）分级分类，精准施教。首先，纪检监察机关根据监

督对象的不同特点，将警示教育受众划分为五类：驻在单位领

导班子、二级单位领导班子、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干部、普通党

员干部、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根据受教育对象采取区别化、

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方式，按照受众范围在警示教育材料中选

取与其对象相匹配的素材，尽量选用地理区域相近、职级职务

接近、岗位职能接近的案例，使其更能感同身受、入脑入心。

其次，纪检监察机关要根据违纪问题性质，要重点区分违反党

章中规定的各项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聚

焦全国腐败易发多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突出问

题，以违反重要指示批示、政治纪律、塌方式腐败、群众身边

微腐败和纪律作风问题等为重点，注重挖掘不同层面、不同职级、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起

教育对象同频共振。

（二）领学 +自学，五会协同学

1. 中心组领学。纪检监察机关指导驻在驻在单位将警示教

育素材纳入驻在单位及其下属部门两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

领导班子成员要利用中心组会议进行领学解读。

2. 专题研讨交流学。例如围绕警示教育不同类别召开专题

研讨会，剖析所在单位与部门中易发、高发、频发的重点领域

的案例，互相交流，形成共识，筑牢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

3.警示教育大会集体学。纪检监察机关利用“警示教育月”

为契机，将警示教育片与警示教育录、警示教育基地等结合起来，

召开驻在单位全体处级及以上干部警示教育集体会议，进一步

强化驻在单位全体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与规矩意识。

4. 专题生活会剖析学。结合警示教育素材与相关案例，对

标对表，举一反三，从思想认识、权力运行、监督管理等方面

进行对照检查和自我剖析，重点查摆思想总开关的松懈点、权

力运行的风险点、监督管理的空白点，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5. 学习小组自省学。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组建学习小

组利用系统内警示教育案例做到自省自警、补齐短板，将纪检

监察机关核查的问题线索对照书中典型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寻

找共性问题，精准执纪问责。

四、警示教育常态化路径

警示教育不是一次性突击式的教育，而是长期的、系统的、

精准的教育。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将监督执纪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与公开的警示教育材料结合起来，在实效上下功夫，在情感上

做文章，做到“三个结合”，持续深入推进警示教育。

（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纪检监察机关应将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警示教育中。党史是生动形象的警示教育素材，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需结合支部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将党史学习教育中党的

优良作风、先进事迹结合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例，即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以史为镜、以案为鉴，坚定理想信念，充分利用警示教育素

材中案中人、案中事时时告诫自身，进一步严明政治规矩，切实

把教育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全体党员干部工作的强大动力。

（二）结合廉洁文化建设。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结合各监

督单位的特色做好廉政文化建设，成为警示教育的必要补充。

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利用组织设计廉洁文化墙等不同的形式，打

造日常警示教育载体，广泛开展廉洁文化活动，切实将拒腐防

变根植于党员干部的思想和灵魂深处，使党员干部真正受警醒、

明底线、知敬畏。

（三）结合监督执纪问责。纪检监察机关认真研读各地通

报的警示教育案例，结合驻在单位的问题线索与查处的党员干

部，着重梳理日常监督中存在的盲区与风险点，扎实做好重点

岗位、重点人员、重要事项的监督检查工作，以“书中人”为

典型，开展好驻在单位受处分党员领导干部的回访教育工作，

利用警示教育打通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教育整改各个环节，

推动教育工作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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