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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底气更足了 中管高校纪委书记履职故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一年一度的警示教育大会。会议当天，明德

主楼会议室内，校领导班子和学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悉数就座，以视频

方式参会的全体中层干部、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代表、二级单位纪检干部

等准备就绪，会场鸦雀无声、气氛严肃。

会上，党委书记靳诺作完警示教育报告后，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吴

付来通报了 2019 年以来学校查处的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相关情况。值得一

提的是，这是第一次在全校范围内点名道姓、见人见事的曝光。

“太震撼了！这次通报振聋发聩，给我们‘上紧了螺丝’‘敲响了警

钟’。”会后，一位“双肩挑”干部专门找到吴付来说，“学校党委和纪

委正风肃纪是动真格的！”

变化源自一场覆盖 31所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以下

简称“中管高校”）纪检体制改革。2018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党委书记和校长列

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一年多来，各项工作逐步落实

落地，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制度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治理效能。

底气更足，敢于动真碰硬

回忆起过去监督执纪遇到的困境，吴付来颇有些无奈。2016 年 10 月，

中国人民大学纪委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要

求发出了第一份函询书。“到了给函询书签字背书环节，被函询的‘双肩

挑’干部的分管领导极度抵触，认为纪委这样做会把优秀学术人才‘吓’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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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熟人社会，师生、师门、同学等各种关系交织，制度执行难免

会出现以情代“纪”的情况，纪委书记常常会面临单打独斗、力不从心的

状况。

中管高校纪检体制改革成为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的“及时雨”。

根据改革要求，31所中管高校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由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会同主管部门党组进行。权限上提，有助于提高中管高校纪委书

记的地位，增强高校纪检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纪委的腰杆更硬了。“现在我们发函询书，不再有人觉得意外。在这

个转变的过程中，是改革给我们撑腰打气。”吴付来感慨，“由于各自工

作忙碌，此前校党委书记和我可能一周都见不到一次面，现在我们已经形

成了一套规范的每周当面沟通纪检工作制度，有些时候沟通还不止一次，

纪委书记开始经常敲党委书记和校长的门了。可以说，学校党委和书记、

校长对纪委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这是改革带来的增量。”

不只人大，不少学校在政策制度、人员配备和经费等各方面，都在向

纪委倾斜。有高校党委书记说：“纪委增加一个干部，可能会多保护、挽

救十个干部，必须要把纪委配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毕金初深有同感。“在校部

机关编制紧张且普遍紧缩的情况下，分管的两个部门编制数扩增到原来的

3倍，力度空前！”他告诉记者，中科大党委专门建立了定期研究纪检和

巡察工作制度，从人、财、物等各方面为纪检部门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提供实实在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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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杆硬了，监督的底气也就更足。在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蔺海波的书柜里，有一个专门存放约谈资料的档案盒，里边记录着每次约

谈的详细内容。“仅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就约谈了 4名校领导。现在纪委的

独立性增强了，纪检干部的使命感提升了，敢于动真碰硬了，不管是学校

领导班子还是中层干部，只要出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都能第一时间指

出来。”蔺海波说。

“以前这都是不敢想象的。”蔺海波感叹，“大家都在一个班子里工

作，抹不开情面、拉不下脸面，有问题也不好直接指出来。”

一系列积极的变化中，还有高校纪委同中央纪委不断拉近的距离。蔺

海波说，“现在很多‘红头文件’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收到的。中央纪委

文件直接发至学校纪委，‘有了直通车’，大大提升了高校纪委的权威性。”

从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开始，列席人员中开始有了中管高校纪委

书记的身影——“全会一结束，我就赶回学校向校党委常委会传达汇报会

议精神，并召开纪委全会组织学习。”吴付来介绍。

职责更清晰、监督更聚焦、任务更明确

《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纪委

书记担任高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不兼任其他职务或者分管其他工作。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作为纪委书记，我之前是几十个领导小组的

成员，直接参与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投入专责监督的时间和精力被严重

分散。”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万清祥的经历，不少高校纪委书

记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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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万清祥不再分管纪检和校内巡察以外的工作，“属于纪委职责

范围内的，我们积极担当作为，不推不让不拖；属于纪委职责范围以外的，

做到推动但不代替、到位但不越位。”

协助学校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

责——纪委职责更加清晰、监督更加聚焦、任务更加明确，也就能够全力

投入监督执纪工作，不断提高高校纪检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毕金初是中管高校纪检体制改革后，首批交流任职的纪委书记之一。

到任第一年，毕金初就对近些年来中科大纪律处分执行情况开展自查自

纠。

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的庆祝建党 99周年暨专项表彰大会上，当毕金

初听到一位刚刚受到撤职处分的干部居然被推选为先进个人的时候，他异

常吃惊：“我没听错吧？”

大会一结束，毕金初便立即要求有关部门核实情况，并要求暂缓下发

表彰文件。“情况核实清楚后，我建议应当即取消其荣誉称号，并建议重

新印发党委文件。”毕金初说，“在当天下午的全校警示教育大会上，我

还举此一例点名道姓进行批评，认为该单位党委和纪委负有审核和把关责

任，对待这项政治任务非常不严肃不认真，必须立即取消其受表彰资格。

该建议很快获得校党委同意。”

改革带来的崭新气象，搅动了高校纪委“一池春水”。

“目前校级纪委设有一个正处级部门、三个副处级部门，分别是纪委

办公室、监督检查室、信访与案管室、审查调查室。”中山大学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林东伟介绍，中山大学规范了纪检机构设置，实现了监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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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离、部门分设，各室之间在监督检查、纪律审查、案件监督管理、案

件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约，“这在以前根本想象不到。”

发挥协助职责，压实主体责任

7 月的清华园，没有毕业季的熙熙攘攘，疫情防控下的校园显得格外

宁静。

“这位同学就业情况是否已经核实？是否已经签了三方协议？我们要

把监督落在就业上，而不是就业率上……”校园深处的一座四合院内，清

华大学纪委所在的工字厅依然忙碌。记者见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李一兵时，他正在为跟进监督疫情防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奔走。

“现在，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都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

任是在党委的。”李一兵坦言，按照清华大学之前的惯例，每年党委和纪

委要联合制定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年度分工意见，但

从今年开始，改为了由党委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年度分工意

见。

改革逐步深入，全面从严治党氛围在高校日益浓厚。中管高校纪委认

真履职尽责，督促推动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蔺海波告诉记者，近两年，校党委书记、校长约谈提醒二级单位领导

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专项警示教育、专门集体约谈，已经成为推进工作

抓落实的常态。“我们还加强统筹协调力度，通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提

出意见建议、监督推动学校党委决策落实等方式，协助学校党委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同频共振，换来的是高校政治生态的向善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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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兵向记者提到，前段时间有位法学院教授说：“我觉得现在整个

学校风清气正，办什么事情都不用打招呼，纪委做了不少的工作。”

在干部选拔问题上，人民大学曾经存在“一言堂”现象，现在用制度

堵住了漏洞。

“我们设立干部选拔工作领导小组，包括党委书记、校长、党委常务

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和纪委书记 5 人。在提名人选上常委会讨论之前，领

导小组对进入组织考察视野的每一个人认真审议，有效避免了任人唯亲、

人岗不适、带病提拔等问题。”吴付来说，通过设这么一道防火墙，在干

部小组会上把问题提前暴露出来，就能及时叫停。“去年，至少有 13名

干部提任被拦下来。”

中管高校的纪委书记们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工作风格，但对

待纪检工作都有着清晰的思路、充足的干劲。谈起这一年多的履职仿佛有

讲不完的故事，说起今后的工作仿佛有说不完的规划。

中管高校纪检体制改革蹄疾步稳，他们步履坚定。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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