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到办案细枝末节，大到党纪国法，市纪委正处级纪检监察员宛国君坚持写日记29年，将自己工作中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悟记录下来。

从做工粗糙的小册子到装订考究的日记本，宛国君写了大小56本、上百万字，既有市监察局成立伊始的工作场
景，又有他亲历和见证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乃至监察体制改革的感受。一本本的日记，就是弥足珍贵的史料，见证了改
革开放后漯河市纪检监察战线的一段峥嵘岁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在这40年里，您如果有参与、
创造、见证、受益于改革开放
的难忘经历和个人感受，欢迎
与我们联系讲述您亲身经历、
亲耳所闻的故事。联系方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通过漯河晚
报微信公众号和沙澧河手机客
户端留言。

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沙澧河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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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本日记 见证纪检监察事业发展

高压反腐 党风政风焕然一新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处于市场经济大潮下的社
会，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
巨的，又是紧迫的。1995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
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
案件、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三
项工作格局。从那时起，市廉
自办、市政府纠风办、市优化
办先后成立，由市纪委、市监
察局代管。

在宛国君的一篇工作日记
中，有这样一段话：“1997年，
全市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一
次清理手机、车子、房子的治
理行动。”

“那个年代，一部手机万把

块，在一些单位，有的领导用
公款乱配手机。”宛国君说，还
有领导存在超豪华配小汽车的
情况，这些车轮上的腐败当年
也得到了有效治理。

另外，当时单位自建房比
较兴盛，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
就钻空子、谋私利，超标建
房，有的还建起了豪华小别
墅。“当年处理了几起这样的事
情，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群众
反响很好。”宛国君回忆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腐败
工作方针也发生变化，由“标
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发展
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从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
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到
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都成为一段时期内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的工作重点。

宛国君说，2005 年以后，
作风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一
年接一年，声势一浪高过一
浪，比如治理“收送现金、住
房谋私、放任身边人员经商办
企业、插手招投标、公款吃喝
请客送礼”；严查“奢靡之风、
浮躁之风、贪占之风、跑要之
风”四股歪风；治理公务用车
突出问题和小金库问题等等，
净化了政治生态环境。

“2008年 12月 20日，接到
一个喜讯，中央纪委授予市纪
委、市监察局‘全国纪检监察
案件审理先进集体’。”这是宛
国君日记上用红笔重点标注的
信息。从 2003 年开始，市纪
委、市监察局大胆创新，率先
在全省对党员违纪案件公开审
理，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案
件审理路子，提升了办案质
量，获得中央纪委的肯定。

1986年，漯河升格为省辖
市。两年后，国家成立监察
部，省、市、县监察机关也开
始陆续成立。漯河市监察局于
1988年6月正式开展工作。

刚成立的市监察局，四方
同志来相聚。办公环境条件
差，人员少、经费紧，出入办
案也没有交通工具。由于缺少
办公人员，当年 12月份，市监
察局第一次公开面向社会选聘
人才。

当时的宛国君 26岁，刚从
河南电大法律专业毕业不到半
年。“我是在源汇区老区委门
口，看见了招人通知，通知用

大红纸写的，市政府招 2 人、
经 协 委 招 4 人 、 监 察 局 招 6
人。”谈及当时的招聘场景，宛
国君历历在目。经过笔试和专
业考试，他考进了市监察局。

“1989年2月24日，第一天
上班，开会，听了一个案件。
有职工反映单位领导收了他人
的彩电，用公款买茶几、沙
发。”这是宛国君上班第一天的
工作日记，也就是从那时起，
写工作日记成了他一项重要工
作内容。

从 1989年到现在，宛国君
记了一本又一本，一摞又一
摞，办公室搬了又搬，可是这

些日记本，他一本都舍不得
丢。在他的办公室，这些日记
本摞起来有 1 米多高，一些早
期的日记已经泛黄，纸张的字
里行间、密密麻麻，有钢笔墨
水、有红色水笔，有重点标
注，有纸条夹注。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在日
记中，他记录的绝大部分是工
作。56 本，按照每本 100 页，
每篇最少有 200 字，加起来也
有上百万字了。

这些工作日记记得详细、
扎实，也被市纪检监察系统的
同事们称为党纪条规业务“活
字典”。

“1993 年 3 月 22 日，市纪
委、市监察局合署办公了，这
是漯河反腐败工作的一件大
事。”这是宛国君工作日记中记
录的一段话。

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是我国
党政监督体制的一次重大改
革，合署的目的，就是解决职
能交叉、机构重叠问题，从总
体上协调两个部门的工作，更
好地发挥监督部门的整体作用。

“合署办公前，纪委和监察
局查办案件力量比较散，形不
成拳头，各办各的案。”宛国君

回忆说，我市纪检监察合署办
公后，内设机构由原来的 13个
精简为 10个，但反腐的力量加
强了。

“合署办公后，主要是为经
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宛国
君说，当时查处案件，主要是
经济方面的严重违法违纪案
件，合署办公后的第一起案件
是原市农机局一位领导因为贪
污、受贿、挪用公款等问题，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其次就是狠刹不正之风，
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在

宛国君的工作日记上有这样一
些 记 录 ： 对 107 国 道 、 漯 周
路、舞襄路等公路上公安、交
通、农机和一些地方政府乱设
卡、乱收费、乱着装等公路

“三乱”问题集中治理；对电业
系统进行整治，使农村电价由
原来的每度6毛~9毛，降到了5
毛以内，仅此一项就为全市农
民减轻负担 1000多万元；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
题进行治理，共清理出不合理
收费 313 万元，分批退给学生
家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高压
反腐的态势下，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引向深入，党纪国法越来
越严：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
子，国家公权体系监督实现全
覆盖；中央八项规定激浊扬
清，“打虎拍蝇”“扫黑打伞”
成效显著；对违规违纪人员的
通报也悄然发生变化，从含糊
称“某某”到点名道姓，从

“涉嫌违纪”到“涉嫌违纪违
法”，彰显强大震慑。

有幸经历新时代党风政风
的焕然一新，作为一名纪检监
察战线的“老兵”，宛国君深
感自豪，他把这种自豪的心情
都写进了工作日记里：这些年
来，纪检监察系统推进“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
监督执纪问责这一主业，用好

“四种形态”，高悬巡察利剑，
纪检监察干部不知疲倦，苦练
本领，成了一支“铁打的队
伍”，反腐的拳头握得更紧。

宛国君说，虽然工作形势
和工作环境变了，但写工作日
记的习惯没有变，写日记可以
让他理清思路、汲取感悟。

“第一个感悟是，推进反
腐败斗争中，必须加强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突出政治监督，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惩
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宛
国君说，第二个感悟是，党纪
国法越来越完备。他刚上班
时，查办一个案件，运用的还
是 1957 年出台的 《国务院关
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
惩暂行规定》，1987年河南省
纪委出台一个《审理案件实用
手册》，直到1997年《行政监
察法》才开始施行。而十八大
以后，党纪处分条例重新修
订，监察法颁布实施，组建监
察委员会，监察对象和监察范
围实现“全覆盖”，对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
察，这都体现了反腐败工作在
法治化的轨道行进。

“第三个感悟是，全面从
严治党是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永远在路上。”宛国君
说，1992 年市监察局也在全
市范围开展查公款大吃大喝
行动，当时也管了一阵子，过
段时间又死灰复燃。而十八大
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公款
吃喝风彻底刹住，并且“四
风”问题越盯越紧，监督的网
也是越织越密，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正在形
成，党风政风正、民风淳的向
善向上氛围越来越浓。

宛国君和他写的宛国君和他写的5656本工作日记本工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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