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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覆盖”深化廉洁教育
“凡是有党员干部的地方要有廉政

文化覆盖，凡是有人民群众的地方要有
廉洁文化覆盖。我们始终将这一精神作
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原则和动力。”市
纪委副书记葛震远表示。

就在前几天，持续 9 个月的“航空港
杯”清风课堂教育活动圆满结束。这是市
纪委联合航空港区纪委、市教育局推出的
又一项创新工作，通过动员全市大中小学
和广大教师开发以廉洁教育为主题的校本
课程、开设廉洁教育讲座，强化“反腐倡廉
从青少年抓起”的社会共识，引导青少年遵
纪守法、诚实守信、崇廉尚洁。

而去年年初的 19 场“廉政亲情寄语
背后的故事”巡回演讲，则直接让两万名
党员干部接受了现场教育。“廉政亲情寄
语”这一创新性教育活动，实现了对党员
干部和家属群众的双重覆盖，得到省纪
委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
单位刊文在全国推广。

以公园游园为重点，打造“廉洁文化
景观”；以公交地铁为重点，展播廉政公
益广告；新郑市创新开展宣传教育“四个
十”活动，新密市组织覆盖县、乡、村三级
干部“三场廉政教育”活动，惠济区一把
手亲自上廉政课，二七区开展“人生四
季”双节廉政教育活动……现在的绿城，

廉政文化遍地开花，党员干部和普通群
众各取营养。
精品原创打造特色品牌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郭锝昌明确
要求，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要培养载
体，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发挥优势，
打造精品”。

我市纪检监察机关打造的“两部片子”、
“四项赛事”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

利用郑州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利
条件，市纪委联合小樱桃动漫公司制作
了大型廉政电视动画片《警醒》，目前上
半部26集已全部完成并在郑州电视台播
出，央视播出工作正在联络当中。该片
已获得全国法制漫画动画微电影作品征
集活动三等奖。

利用郑州市历史悠久、古代清官廉
官众多的有利条件，市纪委拍摄了 10 集
大型廉政教育专题片《皓月鉴商都》。不
少党员干部表示，这是一部集弘扬先进
文化、倡导清正廉洁、培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于一身的好教材。

第五届“阳光绿城和谐郑州”廉政公
益广告征集评选，各单位报送作品近 50
件；第二届“绿城清风杯”廉政短片评比
展播活动，吸引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第二
届“绿城清风杯”反腐倡廉好新闻评选活
动,有效扩大了我市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

影响力；市纪委联合省漫画家协会、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举办“天地之中杯”国
际廉政漫画大赛，借助漫画夸张的手法，
以简洁的笔锋、丰富的寓意展现社会主
题，让人们在幽默中深思。
省会“双重”责任 廉“郑”一直先行

回眸近年来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
动，我市创造性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息：先
后推出了“四会一课”廉政教育、“清风茶
社”廉政教育谈话场所、“廉政亲情寄语”、
大型廉政电视动画片《警醒》、“绿城清风
杯”系列廉政公益广告、廉政短片评比展
播、好新闻评选等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
影响力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品牌。

2014 年 4 月 3 日开通的新浪网“@清
风郑州”官方微博粉丝已达 142 万，在新
浪网评选的河南省纪检系统政务微博活
跃度中排行位列前三。去年9月初，一场

“新郑机关挂小黑板提醒省纪委已来暗
访”的事件在网上持续发酵。面对公众
的质疑，纪检监察机关利用郑州、新郑两
处官方微博，多次发布消息，并接受中央
电视台采访，澄清了事实，为全省明察暗
访工作正了名，一场“风波”悄然平息。

2014 年 8 月 6 日，我市又开通了“清
风郑州”微信公众平台，每周一期面向全
市党员领导干部发送纪检监察政策法
规、案例时评等信息。

2014 年 12 月 13 日，中央纪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杨小平调研我市反腐倡
廉宣传教育工作，对我市创新反腐倡廉
宣传教育载体、开辟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新途径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
分肯定。

打造郑州特色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品牌、持之以恒开展正风肃纪、握指成拳零容忍惩贪治腐……刚刚过去的2014年，我市
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紧紧牵住“两个责任”这个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牛鼻子”，全市“四风”问题和腐败蔓
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初步显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推进。今日起，本
报特推出2014年我市纪检监察工作回望系列报道，共分教育篇、纠风篇、惩治篇三篇。

“两个覆盖”深化廉洁教育 精品原创展示地方特色

郑州反腐倡廉
宣传教育品牌叫响全国
刚刚过去的2014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落实“两个覆盖”深化廉洁教育、突出
“三个转变”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培训、展示地方特色加强廉政文化精品原创、开
辟新媒体提高舆情引导处置能力……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2014“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揭晓

“陇海大院”
获“感动中原”年度集体奖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实习生 范梦珂）
感动十年，温暖中原。1 月 30 日晚，
2014雅宝家具杯“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揭晓，10位曾振奋人心、传递温暖
的“河南好人”与一个“感动中原”年度
群体获此殊荣。

当选2014“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
物来自全省各地，身份各异却都有着
打动人心的感人事迹。他们分别是：
热心助残、解难帮困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 71352 部队 19 分队管理员王留杰，
倾其所有捐资助学的河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离休干部孟昭德，为残
疾人做实事、解难事的驻马店市残
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银良，在青岛
舍命擒歹徒的潢川县务工青年黄春
刚、胡阳海，用爱和责任定义青年担
当的南阳师范学院学生江雨佳（浙江
温岭人），垫资救治脑瘫弃婴的汝州
市金庚康复医院院长宋兆普，视教育
为生命、累倒在岗位上的郸城县秋渠
乡第一初级中学原校长张伟，打工 17
年还清债务的新郑市薛店镇退休老
人花书增，扎根基层、务实为民的兰
考县人民法院东坝头乡庭长闫胜义，
被誉为“老百姓的贴心人”的固始县信
访局原局长齐云涛。

组委会将2014“感动中原”年度集
体奖授予了 38 年不离不弃、真情相
守，接力照顾高位截瘫患者高新海的

“陇海大院”爱心集体的邻居们。
今年的颁奖典礼以庄重、朴素为

总基调，围绕感动人物事迹精神为
创作源泉，在感动事迹的呈现上做
足文章，深度挖掘人物事迹，组委会
邀请了 2005 年至 2013 年每年一位获
奖代表作为特邀嘉宾为本年度获奖
者颁奖，突出传承感，共同秉承感动
中原的精神，把无限美好和正能量
传扬。在颁奖典礼接近尾声时，10
位历年“感动中原”人物代表和本年
度人物以“感动中原”的名义向全社
会发出倡议书，倡议大家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进一步弘
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推进文明河
南建设做贡献。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中国历史的
治乱兴衰，中国政治的清浊明晦，给我们
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思想财富、实践镜鉴
和创作素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
雷霆万钧之势正风肃纪、“打虎拍蝇”，不
但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
治标的崭新局面，也促使中华民族的优
秀廉政文化得到复苏和重生。

日前，一部全方位反映中国古代廉
政文化精华的纪录片《鉴史问廉》应运而
生。该片思想凝厚，艺术精深，探寻展示
中华民族的“廉政文化基因”，令人观之
不倦，念之不忘。
随感之一：鉴古方知“是什么”

在中国绵延不断的文明长卷中，对清
廉政治的追求贯穿着有文字记载以来的
历史全过程。今人不断“寻根问典”，就是
要找到当下参破“信仰迷思、文化迷惘、价
值迷失”的精神之源和实践之匙。《鉴史问
廉》作为一部文化纪录“大片”，锁定“廉
政”关键词，深入中国历史演进的细节和
脉络之中，既纵横捭阖，又索微抉隐，进行
了一次对廉政文化与社会及文明兴衰内
在关系的“发现之旅”。正如该片所示，贪

污腐败的本质是对社会物质财富分配规
则的破坏，当这种“内生性、内伤性”破坏
无以复加，导致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再生产
难以为继，整个社会就要“礼崩乐坏”，在
信仰上显现危机，从整体上走向崩溃，从
政治上出现解体。在历史上，百姓们对政
治清明和清官廉吏的期与盼、鼓与呼，其
本质上是对公平正义这个维系社会基本
规则的强烈诉求，也是对国家民族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的积极捍卫。

《鉴史问廉》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朝
代演进，以“廉”为核心，以“清、勤、慎”为
主题，从历史的兴衰之道中探寻廉政文化
力量，为盛世鸣警钟，为时代举镜鉴，是我
们“解码”中国的一个“文化导航仪”。
随感之二：创新需懂“做什么”

《鉴史问廉》既是近年来不遑多让的
廉政教育佳作，也是不可多得的电视纪
录精品。该片纯熟运用情景再现、专家
品评等纪实手法，将中国传统的廉政理
念文化、行为文化、规矩文化、制度文化、
社会文化等进行全息扫描和立体呈现，
从官修国史、历代法律、监察制度、科举
制度、文物古迹、民间故事、清官廉吏的

真实典故中进行“考古发掘式”再创作，
从传统戏剧和文学等艺术形态中选取经
典事例进行“大数据化”再加工，将“大历
史、小细节”呈现荧屏，用“老话题，新思
考”冲击心灵，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分享
良多精神养分，既可谓中原大地的亮丽
文化盛景，亦堪称中国廉政文化建设长
卷上的精彩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如《鉴史问廉》这般品
位和量级的文化纪录片，以叙事性和真实
的力量打动人，给廉政文化建设者和电视
艺术工作者带来双重启迪。作为一部“豫
制”文化品，该片主创人员巧妙用活带有
地域特色的内容元素和故事桥段，如豫剧
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

“七品芝麻官”，内乡县衙上“吃百姓之饭，
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
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
用，地方全靠一官”的楹联等，令很多观众
津津乐道。
随感之三：知今才晓“要什么”

应当看到，《鉴史问廉》创作团队的
责任担当、创新能力和艺术功底，无疑是
该片不输于荧屏看点的一大幕后亮点。

其所构建的中国廉政“传统文化长廊”，
既有助于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也有
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价值自立和
道德自给，为建设清廉社会、清廉家园和
清廉人生凝魂聚力。

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
导集体锐意改革，重典施治，作风建设
高举高打，强力反腐高开高走，以一场
改变中国的超强“廉政风暴”为“中国震
撼”开启新篇。而《鉴史问廉》所提供的
丰富的历史镜像，给当下的正风肃纪、

“打虎拍蝇”提供了别具深意的文化参
照系和心理坐标谱。

可以说，《鉴史问廉》在讲好历史版
“中国反腐故事”方面做出了值得记取的
重要贡献。对反腐实践者和研究者来
说，应当更自信、更给力地担当起自身的

“主体责任”，那就是把中国当下很多带
有原创性的“反腐新故事”讲好讲透，为
我们的社会心理环境增加更多“精神绿
植”，为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凝聚更多“民心红利”。（原载1月30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本文有删节）

“面对中国数千年王朝兴亡更替的大戏，我们看到了一条隐现其间的廉政文化线索”

鉴史问廉：中国政治的清浊明晦
□高波（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