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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

作机制作出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腐败发生机

理、管党治党规律和当前形势任务的深刻洞察，彰显了以系统思维、

科学方式管党治党的坚定立场。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

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刻把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时代

内涵和实践要求，完善工作机制，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着力铲

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清障护航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完善纵深推进不敢腐的工作机制，保持强大震慑效能

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敢腐是前提，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当

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存量尚未彻底清除，增量仍在发

生，如果严的基调稍有放松，腐败问题就很容易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

烈，压倒性胜利成果就可能前功尽弃。必须坚持惩的这一手任何时候

都不松不软，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释放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

不能慈悲强烈信号，让意欲腐败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断筑牢反腐败

斗争坚固后墙。

突出查办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法和

有力抓手，惩治腐败必须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摆在首位，严查“七个有之”问题，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把严

惩政商勾连腐败作为重中之重，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



富集领域腐败，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健全风腐同查同治机制，既“由

风查腐”又“由腐纠风”，斩断风腐一体链条。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完

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

丰富惩治办法。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翻

新升级、层出不穷，发现和查处难度不断加大，对治理手段和应对办

法提出更高要求。牢牢抓住权力滥用这个腐败本质，增强监督执纪执

法穿透力，加大甄别力度，抽丝剥茧深挖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问题。

紧盯“关键少数”，突出腐败高发领域和环节，全面梳理排查权力运行

风险隐患，以深化改革阻断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滋生蔓延。建立腐败

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不断拓展反腐败斗

争深度广度。

强化科技赋能。实现信息化时代腐败治理的变革性提升，推动数

字技术深度融入监督办案至关重要。统筹抓好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

设，完善数字监督、信息共享、应用支撑与审查调查相配套的工作机

制，强化异常数据比对分析，提高运用大数据发现疑点、锁定目标、

突破案件的能力。加强办案管理智能化辅助、数字化保障，完善安全

管理制度，助推反腐败斗争提质增效。

完善纵深推进不能腐的工作机制，强化刚性制度约束

不能腐是关键，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腐败滋生蔓延，往往是

权力滥用和暗箱操作的结果，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规范

不完善、衔接不顺畅、执行不到位，就会给腐败分子提供便利。必须

坚持从源头着手，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通过深化改革和治理创新，



形成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和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让胆敢腐败者无机

可乘，常态化、长效化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

抓深抓实以案促改。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是贯通

“惩治防”的有效抓手。健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工作机制，加强个案

剖析和类案分析，深入挖掘腐败背后的制度短板、监管漏洞，督促协

同发案单位开展整改治理。完善纪检监察建议的提出、督办、反馈和

回访监督机制，提高针对性和约束力，强化跟踪督促，确保整改效果。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蚀剂，根治腐败必须

推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坚持权责法定，紧盯政策制定、

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明晰权力运行边界，规

范自由裁量权。坚持权责透明，推动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

办事公开制度，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权责统一，完善发现问题、

纠正偏差、精准问责有效机制，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切实做到有

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

增强制度执行刚性。坚持把科学设计、强化教育、督查问责结合

起来，提升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治理效能。持续加强党内法规体系

和反腐败斗争法律体系建设，完善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确保系统

配套、务实管用，扎紧织密制度“笼子”。加大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力度，坚决纠正懈怠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曲解性执行等问题，

对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的严肃处理，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完善纵深推进不想腐的工作机制，发挥思想教育优势



不想腐是根本，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一个人的清正廉明，从

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自觉自律具有根本

性、源头性、内发性，外部约束要想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自觉自律

这个内因。必须坚持前移反腐败防线，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强化正

反两方面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在思想

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让心存侥幸者彻底消除贪腐之念。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根植内心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是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推动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

干长效机制，健全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把纪律教

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严守纪律、砥砺作

风。健全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机制，完善警示

教育和廉政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以受众思维创新教育方式，

增强针对性和说服力。

营造廉荣贪耻社会氛围。坚持从腐败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入手，

在全社会厚植廉洁文化基础和道德操守。健全廉洁文化建设统筹协调

机制，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全面融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让

党员干部在耳濡目染中品味清风、化风成俗。完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机制，强化全链条教育，做廉洁风尚的引领者和建设者。推动健全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坚决反对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商品交易原则等不良因素侵蚀。

提振担当作为精气神。惩治腐败不是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促进党员干部廉而有为、勤勉



敬业。积极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监督文化，推动党员干部主动接

受监督，习惯在监督约束下工作和生活。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制度机制，推动落实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

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下大气力狠抓落实。准确运用“四种形

态”，具体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切实为担当者

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严肃惩治诬告陷害行为，落实及时澄清正名、

跟踪回访机制，让党员干部心无旁骛干事创业。

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贯通协同工作机制，增强系统施治、

标本兼治综合效应

腐败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交互作用的结果，腐败成因复杂性决

定了治理措施多样性。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

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整体。必须坚持

“全周期管理”，强化统筹联动，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既用好治

标利器又夯实治本基础，切实增强总体效果。

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不是纪检监察机关一家的事，必须贯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和监管职责，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切

实打好总体战。健全党领导反腐败工作的责任体系，完善反腐败协调

小组职能职责，健全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机制，推动腐败治理同党的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紧密

衔接。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监督是治理

的内在要素，要完善纪检监察专责监督体系，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常态化制度化，健全“组组”协同监

督、“室组”联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健全

纪检监察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促进执纪执法与刑事司

法有机衔接，推动整个监督体系更加有效运转。完善基层监督体系，

统筹用好县乡监督力量，加大基层办案力度，提升基层监督效能。

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工作体系。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

家监督专责机关、反腐败专门工作机构，只有优化自身职能配置、力

量配备、工作统筹，才能有效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完善纪委监委内设机构设置，优化监督检查、审查调查

部门机构职能，健全办案和监督相互贯通的工作机制，确保办案成果

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强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与巡视巡察、宣传教

育、法规建设等部门之间工作衔接，推动监督信息互通、政治生态共

研、办案成果共用，延伸办案工作链条，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抓好腐败

治理。（黑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 边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