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 王任辉 美编 王涛时局11

记者梳理上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执纪审查情况

强力清除重点领域腐败“蛀虫”
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通报执纪审查领导

干部238人，是去年同期的1.47倍。其中，中管干部13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
和金融单位干部34人，省管干部191人。

多位法学专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说，通报数据说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有
力执行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强力清除重点领域腐败“蛀虫”，释放出持续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强烈信号；一系列党内法规规范的出台，补足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制度短板，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今年首个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审查调查栏目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
部，是四川省投资集团党委原委员刘晓
杨，系主动投案。

公开资料显示，身为“60后”的刘晓
杨，1999年3月调任四川省投资集团公司
办公室主任，2006年8月升任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同时担任展利国际有限公司董
事长等职务。2019年2月，刘晓杨卸任集
团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担任集团党委
委员、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今年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发布消息称，刘晓杨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5个月后，
刘晓杨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根据通报，刘晓杨理想信念丧失，纪
法意识淡薄，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个
人有关事项；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
务的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
项目承揽、工作开展等方面谋取利益并
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刘晓杨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
罪，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

今年首个被通报执纪审查的中管干
部则是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于志刚，
时间是1月22日。5个月后，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通报称，于志刚严重违纪违
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逐条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发现，今年1月1日
至6月30日，总计通报执纪审查领导干部
238人，其中，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3人，执

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
金融单位干部34人，执纪审查省管干部
191人。而去年同期，该审查调查栏目总
计通报执纪审查领导干部162人，其中，
中管干部6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1人，省管干部
145人。

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查处的上述
领导干部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
117%、209%和32%。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
究中心主任彭新林说，上述数据释放出
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强烈信
号，是对“腐蚀和反腐蚀斗争依然严峻复
杂”“正风肃纪反腐永远在路上，必须保
持定力、久久为功，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
持下去”重大判断的印证。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中央‘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是‘重遏
制、强高压、长震慑’的坚定立场，同时也
反映出反腐败斗争正持续向纵深推进。”
彭新林说。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宋伟告诉记者：根据审查调查通报数据
可以看出，一方面，党中央反腐败的力度
丝毫没有减弱；另一方面，当前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法治研究中
心副主任邓矜婷认为，这些数据与我们

“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反腐
节奏相契合，通过查办案件，提升腐败的
成本、提高腐败被发现的风险，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刘晓杨只是被执纪审查的国企领导
干部之一。

记者统计，在今年上半年通报执纪
审查的领导干部中，有国企领导干部58
人，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其中中管干部
两人，即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
原副总经理谢长军，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尹家绪。

今年2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发布消息称，谢长军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审查调查。当时，谢长军已经退
休3年有余。

公开资料显示，谢长军生于1957年，
曾在原水利电力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中能电力科技开发公司等单位工作。
2013年4月调任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
组成员、副总经理，2017年底到龄退休。

同谢长军一样，尹家绪也是退休后
被查。今年4月4日，尹家绪被通报接受
审查调查。彼时，他已经退休两年
有余。

尹家绪在调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之前，长期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公司任职，曾担任副总经理、党组副书
记，同时担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董事
长、总裁、党委书记。

惩治国企领域腐败，今年上半年特
别受到关注的是，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昆钢）有4名领导干部被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4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消息称，昆钢党委原书记、原董事
长杜陆军，昆钢党委原常委、原副总经
理李平，昆钢原副总经理和智君，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其中，
和智君与李平主动投案。

5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消息称，昆钢党委原常委、原副总
经理董瑞章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今年1月
24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
发布。根据公报，全会部署的2021年
正风肃纪反腐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包
括“持续惩治国有企业腐败问题”。

此外，在今年上半年被查处的国企
领导干部中，还包括金融机构12人，最
受关注者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原委员、原副总裁胡小钢。

根据公开信息，胡小钢出生于1963
年，1981年12月参加工作，1999年进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2011年5月
升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委员、
总裁助理。2018年调任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提
出：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

金融领域反腐败，不仅包括金融机
构，还包括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总计
有两名监管部门领导干部被通报执纪审
查，即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
监管部原主任郭鸿、山西银保监局原二
级巡视员杨庆和。

彭新林认为，相关数据充分表明，十
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作出的持续惩治
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等决策部署得到有力
执行、有效落实，清除反腐败重点领域

“蛀虫”，进一步全面巩固发展了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规范组织处理
工作，今年3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
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
行）》。

5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中央企业
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
党的领导的意见》，立足
于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
强党的领导，明确了中
央企业党委（党组）在决
策、执行、监督等各环节
的权责和工作方式。6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的意见》公布，以加
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和领
导班子的监督。

在彭新林看来，这

些党内法规规范的印
发，是中央坚持从问题导
向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薄弱环节的重大
举措，如《中国共产党组
织处理规定（试行）》是第
一部专门就组织处理作
出全面规定的党内法规，
在其出台之前，组织处理
在方式、程序、要求等方
面缺少统一规定；也是立
足坚持和完善现有党内
法规制度的重要举措，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
督的意见》是党中央针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
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
是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
监督制度和领导班子内
部监督制度的进一步完

善，着力破解对“一把手”
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

“今年上半年制定
的这几项法规规范，不
仅是当前加强党的建设
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
题，也是当前各级党组
织在工作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这些党内法规规
范的印发，为全面从严
治党提供了科学可行的
制度依据和制度支撑。”
宋伟认为。

邓矜婷说，制定上
述党内法规规范，针对
薄弱性环节加强制度反
腐建设，补足全面从严
治党的制度短板，能够
有效从制度上防止腐败
行为的发生。

据《法治日报》

印发党内法规规范 补足反腐制度短板

反腐力度丝毫不减 形势依旧严峻复杂

严查国企领域腐败 深化金融领域反腐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

●2021年上半年

31人
主动投案

●2020年上半年

24人
主动投案

中管干部 1人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 1人

省管干部 29人

中管干部 0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 0

省管干部 2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