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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山东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
炼油和轮胎共七大行业的产能和产量在全国均
居前几位，其中电解铝、轮胎等产量居首，产
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去产能承担的任务和压
力较大。受到经济下行与去产能相互叠加影
响，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恶化，企
业效益持续下滑，由过度融资、过度担保而引
发的资金链、担保圈风险凸显，既存在爆发区
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危害，又会影响去产能的
进程，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对
此，山东坚持防控系统风险与保护先进产能相
统一，加强政银企联手合作，有效防范了担保
圈风险。

互保、联保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企业贷款难问题，但也容易诱发

“多米诺骨牌”风险

互保、联保作为一种金融制度创新，在很大
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贷款难问题，但也快速放大了
企业信用“泡沫”。在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后，特别
是在去产能的巨大压力下，相关企业银行不良资
产数额、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将受到严重冲击，可
能发生“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坍塌
效应，去产能过程中化解担保圈风险存在诸多困
难。

企业担保情况错综复杂，金融体系被担保圈
“捆绑”。受融资渠道较窄、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等
因素影响，山东多数企业贷款以担保为主，全省
银行业保证贷款占全部贷款40 . 6%，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4 . 7个百分点，个别市担保贷款约占全部企
业贷款的比重超过70%，有的县担保圈第二层即
可覆盖县内所有企业，企业之间担保关系盘根错
节，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蜘蛛网”，县域金融体
系被担保圈“捆绑”，单个企业出现信贷危机，容
易成为引爆担保圈危机的“导火索”，出现“多米
诺骨牌”风险。

化解担保圈风险容易“劣币驱逐良币”，形成
“逆向淘汰”格局。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清理僵尸
企业，是实现市场主体优胜劣汰的重要手段，但
当这一工作遭遇“担保圈”问题时，却出现了对优
质企业的“逆向淘汰”现象，值得高度警惕。比如，
债权人立足自身利益，基本上是首先向担保圈上
经营情况和资产状况比较好的优质企业主张担
保债权，未受清偿部分才考虑向其他经营情况和
资产状况不太好的担保企业主张，结果优质企业
往往先于劣质企业遭到市场淘汰。随着担保圈风
险蔓延，这一现象会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企业生
存的金融生态环境日趋恶劣，严重扰乱了正常的
市场秩序，对地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政府可支配资源少，利益主体难协调，担保
圈风险化解难度大。一方面，由于个别地区僵尸
企业众多，单户企业融资往往多达十几亿、几十
亿，一旦银行到期收贷不续贷，容易导致短期内
信贷资金大量流出，化解风险所需资金大大超出

了当地政府的财力；另一方面，推动产业重组、处
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地方政府、本外地银行、其他
债权人、出险企业、担保人、股东、员工等众多利
益主体由于诉求不同，协调难度较大，导致参与
主体间产生信任危机，如个别域外银行“后进先
出”，个别企业故意逃废银行债务，银行害怕企业
不还款而抽贷、压贷等，致使银企双方互信基础
受到动摇，加大了化解担保圈风险的难度。

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各尽其

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一定程度

上化解了担保圈风险

近年来，山东面对区域内企业资金链、担保
圈风险不断蔓延的情况，按照实事求是、区别对
待、因圈施策的思路，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形成
了“政府主导、银行联动、企业主体”的金融风险
防范和化解机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担保圈风
险。

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主
导作用。在化解资金链、担保圈风险过程中，地方
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一是高度重视，明确
责任。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均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
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要求党政“一把手”要
亲自抓金融安全工作。二是建立风险化解工作机
制。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如有的市建立了对区县
的约谈机制、对银行的奖惩机制、对企业逃债跑
路的严打机制，将风险化解工作的重点由遏制风
险外溢、避免风险“塌方式”爆发转向对重点风险
企业进行分类处置，进一步强化了督导推进机
制。有的市建立了全市企业信贷风险预警和应急
处置联席会议，成立了全市金融运行监测中心和
重点企业资金信息基础数据库，将全市贷款余额
前100户的信贷大户纳入重点监控范围，严密监控
其偿债能力和主要运行指标变动情况，一旦出现
异动及时跟上处置；对出现大额授信风险的企
业，采取主办行牵头制度，由主办行负责召集相
关债权行召开债权人会议，商议风险处置基本原
则，在此基础上，由政府统一组织协调，确保处置
方案落到实处。三是着力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加
快完善政策性担保建设。为提高融资担保水平，
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山东省出台了《促进融资担
保行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围绕构建数量适中、结
构合理、竞争有序、稳健运行的新型融资担保机
构体系，设立了省级融资性担保机构股权投资基
金，对省、市、县(市、区)国有及国有控股融资担保
机构优先给予支持。截至今年2月底，全省担保公
司数量达到398家，其中省属管理担保公司7家，全
省担保余额超过1000亿元，为企业的融资增信和
风险缓释提供了有力保障。

积极建立重点企业信用风险预警与控制缓
释路线图。山东积极整合央行征信系统、监管部
门的客户风险监测预警系统以及商业银行的数
据信息，建立较为先进和全面的担保圈图谱绘制
分析系统，实现对担保圈的准确识别和监测。以
淄博为例，人民银行淄博中心支行建立了重点企
业信用风险预警机制，并按照风险类型，制定风
险控制缓释路线图和应对措施。该措施实施以
来，淄博先后掌握了近200家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
及风险信息，相关银行业机构均制定了风险防控
措施。

达成共识、凝聚合力，银行业机构充分发挥
能动作用。山东省内银行机构积极配合政府做好
风险化解工作，落实不良贷款处置和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主体责任，加快处置不良贷款，配合公
安机关开展专项打逃行动，努力扩大信贷投放，
支持山东省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一是树立“一
盘棋”思想，积极响应政府风险处置方案。各债权
银行紧密配合当地政府，签订了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防范金融风险联合公约，在全面评估担保圈
规模及复杂程度、圈内企业经营状况、担保圈成
因及性质等方面基础上，综合运用压缩风险融
资、担保方式置换、信贷产品改造、切断担保链
条、清理保证融资等措施，按分类处置原则妥善
应对，实现担保圈贷款风险的降低和转移，尽量
避免采取盲目压贷、快速收贷等措施。二是通过
转贷续贷、打包转让、贷款核销等多种措施，积极
参与风险处置。对数额较大的出险担保圈，主要
债权行及时成立风险处置委员会，各贷款银行共
同进退、商讨风险处置措施，增强银行在风险处
置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建立风险企业主办
银行制度，积极组建金融机构债权人联系会，并
制定了合作公约及信息共享机制，积极向上争取
政策支持，为出险企业办理续贷手续，为企业风
险处置争取时间和空间。三是积极作为，帮助企
业共渡难关。依托银行信息优势，发挥主办银行、
会商制度、债权人联席会议等作用，针对不同企
业特点，采用续贷、展期、滚动贷款、表外融资转
表内、增加中长期贷款等多种形式，调整企业融
资结构，稳定企业融资水平。同时，在化解担保圈
风险过程中，部分贷款银行主动让利，通过追加
贷款、提供优惠利率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提供帮
助。

积极配合、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
产生风险的内因，企业自救是化解风险的根本。
因此，在资金链、担保圈风险处置中，企业的主体
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一是企业积极配合，第一
时间摸清出险情况。出险后，重点风险企业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全面接受政府、银行对经营和资
金的监管要求，如实报告企业生产经营和资产情
况，主动配合政府、银行的风险化解和处置工作，
二是风险企业积极开展自救。多数出险企业主动

“瘦身”，剥离非主业资产，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加强信息披露，讲诚信，坚决杜绝利用信息不对
称转移资产和逃废银行债务。三是坚持分类处
置，化解重点企业风险。日照根据重点风险企业
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研究确定了三类处置方
式：对资产质量较好、产品有市场有销路的企业，
主要通过协调银行新增授信、存量贷款降息、企
业瘦身减负、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帮助企业
解决流动性困难，恢复生产经营；对过度融资、多
元化经营、过度扩张引发流动性风险的企业，采
取“破产重整”的方式进行处置；对经营不善、已
经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救助价值的企业，采取“债
务分拆、依法诉讼、不良资产打包处置或核销”的
方式，让企业退出市场。

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

稳妥化解担保圈风险，为去产能、供

给侧改革提供保障

山东既面临着化解产能过剩的艰巨任务，也

面临着防范化解担保圈风险的巨大压力，地方政
府、监管部门、银行机构和相关企业，一定要加强
沟通、通力协作，发挥整体合力，稳妥化解担保圈
风险，为顺利推进去产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供保障。

发挥政银企合力，稳妥处置风险企业。在资
金链风险处置工作中，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
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思路，在充分考虑多
方诉求的基础上，分类有序地制定风险处置方
案。在风险处置中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要尽可能
地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原则，对于符合产
业政策、产品有销路、发展有潜力、暂时遇到资金
周转困难的企业，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强金
融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政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和资源，银行不抽贷、不缓贷，及时做好续贷手
续，确保企业渡过暂时困难，走向良性发展。对于
内生能力不强或本身属于落后产能的企业，在维
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
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避免形
成一个企业拉倒一片的现象，避免浪费过多的社
会资源包括资金资源，要支持银行通过保全资产
和不良贷款转让、贷款随时核销等方式进行风险
处置。

优化金融生态，营造诚信守法氛围。加强诚
信环境建设，督促公检法等部门严厉打击逃废银
行债务行为，开展“整顿金融秩序、优化金融环
境”专项行动，组成工作组进驻相关银行，督导银
行筛选提报案件线索，对银行提报的涉嫌案件开
展专项打击行动；成立针对重点风险企业的专案
组，对企业是否存在转移资金、隐匿资产、恶意逃
废银行债务等违法行为进行专项调查。通过法
律、行政手段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个
人，加大对涉嫌骗贷、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执法力
度，防止出现企业资产转移、公司“脱壳”等悬空
银行债权的行为，有效保护银行债权，努力营造
守信、守法的金融发展环境。

注重多方联合，提高信息透明度。一是建
立综合监管平台。完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
地方政府联系工作机制，加强上下联动、多方
协调，明确各级部门和机构的风险防控职责，
建立跨部门的监管平台，加强对企业关联担保
风险的识别与监测，确定核心客户和关键节
点，汇总相关信息，做好风险提示。二是建立
金融机构间沟通平台。由金融管理部门牵头，
整合金融机构信息资源，建立跨金融机构的沟
通协作平台，企业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贷款
时，其提供的管理、财务信息、财务报表数
据，金融机构均需在平台发布；平台通过程序
进行核对，对于企业提供的同一时点的数据，
在不同金融机构存在差别和矛盾的进行提示。
三是建立金融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平台。加强金
融管理部门与税务、审计等部门间的联系，建
立企业信息沟通机制，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并
定期提供给各金融机构，防止企业为实现少缴
税、获得贷款等特定目的随意篡改财务数据，
促使企业实现“多个部门一套表”；加强金融
管理部门与电业、水力、税务、劳动保障、统
计等部门的信息沟通，以更准确地获得企业的
实际用电、用水、缴税、用工人数、工资发
放、产品销售等数据，从源头上解决银企信息
不对称的难题。

(作者单位：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综合施策化解担保圈风险
□ 刘冰 张磊 郑艳娜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
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这一论述
深刻阐释了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关键所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蕴含
着唯物辩证法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砥砺前行具有重要意义。

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政治品
格。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想、政治
品格、政治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不断增强党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题中
之义，也是我们历经坎坷长盛不衰、始终保持旺
盛生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实
践品格。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人对客观
世界的改造更离不开实践。自我革命是一种政治
行动、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苦
实践中，不断探索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过程也是
解放思想、超越自我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
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无论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
验、中国方案，都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世
情所作出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在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历史关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审时度势提出

新发展理念，是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把握世界发
展潮流、聚焦21世纪国内国际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作出
的新的创造性回答。这充分表明，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就是要勇于实践、善于创新，以勇于自我革
命的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斗
争精神。自我革命、改进自身是中国共产党由小
到大、由弱到强的制胜法宝。一部中共党史，就是
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命、战胜自我的历史。当
前，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新旧问题交织，挑战更加严峻，我们党的
执政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复杂严峻的斗争形
势面前，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至关重要，其中，战斗性是净化党内
政治生活的关键，是自我革命精神和政治鉴别
力、政治敏锐性的集中体现，是管党治党必须坚
持的原则。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新形势下管党
治党的有效途径。一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
争，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不能搞无
原则一团和气，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
利武器，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祛病疗伤、激浊扬
清，在不断砥砺和锤炼党性中使我们党不断强身

治病、保持肌体健康。二要坚定不移开展意识形
态斗争，始终保持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毫不
动摇地坚持真理，主动坚决同错误思想和言论作
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不被错误言论
所左右，不做无原则的好好先生，牢牢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话语权。三要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作斗争，坚持严字当头、标本兼治，持之以恒加
强作风建设，探索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形成发
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巩固反腐败斗争
成果，完善不能腐的制度、构筑不能腐的堤坝，不
断提高排毒杀菌的政治免疫力，让利己主义者、
以权谋私者和政治上的“两面人”在党内没有生
存空间。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的改
革勇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兴党强党，就必
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
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
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马克思主
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起决
定作用；外因是事务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起辅
助作用。改革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切
实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路径
依赖中解放出来，才能不断激发前进动力和创造
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
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利
益固化是权力和利益的异化，是体制机制上的顽
瘴痼疾，对于人民福祉和公平正义杀伤力极大。
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牵涉对利益关
系、利益格局的调整。能否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决定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落实，影响着人
心向背。学者萧公权曾这样描述近代以来在中国
实行改革的步步维艰：“古旧的风俗制度，深入人

心；想加改革，总有结习难移之苦；古旧的人物阶
级，在社会当中取得既得的利益，占有特殊的势
位，想要改革，也有与虎谋皮之难。”当前，我国改
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
既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共
产党一脉相传的精神基因。有学者认为：“因应时
代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改革中国积弊为政
党定位的，它也必须表现出改革的勇气，证明自
己顺应时势的能力。”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内心坚守的政
治自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欲信人者，必先自信。”无论
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还是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实质都是政治自信。政治自信是政治定力、政
治能力和政治历练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
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
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
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
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
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错误。”这一论
述精辟阐释了我们党能够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
能力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打铁还
需自身硬，把克服自身存在的局限作为加强和改
进自身建设的重中之重，敢于直面现实矛盾和问
题，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历史和实践
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我学习、自我完
善的学习型政党，也是一个知行合一、与时俱进
解决问题和矛盾，不断丰富执政经验、提升执政
能力的实践型政党。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一刻不放松地
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把补钙壮骨、强身健体贯
穿党建工作始终，守住为政之本，担起历史使命，
以坚定的信心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困难和
挑战，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
量。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把“勇于自我革命”这个最大优势发挥好
□ 丁国强

睹“微”知著，防“微”成著，是正风反

腐之通则。对于“微腐败”，我们应早查早

办、严查严办、快查快办——— 以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从一些地方部门对廉政形势的分析看，这几

年纠“四风”、正作风取得很大成效，如今明目张胆
越雷池的少之又少了。但无庸讳言的是，东躲西
藏、化大为小搞“微腐败”的问题，仍不时发生。比
如，吃喝不去大酒店了，改去“农家乐”；公款报销
不搞大数额了，化作“小发票”；家庭办事不再开公
车了，变成私车加“公油”。如此等等，可谓五花八
门。

错误的行为背后，必然有错误的思想支配。
“微腐败”增量不断，很大程度上源于法不责“小”
的心理作祟，也说明一些党员干部心中的“贪念”
仍在活蹦乱跳。如何坚持标本兼治，实现从“不敢
腐”到“不想腐”，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

曾几何时，一些人觉得法不责“众”、法不责
“大”。以为“大家都这样，不是我一个”，法纪就无
可奈何；官当到一定级别、名大到一定程度，法就
会网开一面。随着一批省军级以上高官相继落网，
辽宁贿选案一次性“批量处理”近千人，这才使人
彻底开悟——— 原来，党纪国法不是“松紧带”“稻草
人”，法也是会责众、刑也是会上大夫的。

现如今，有的人觉得收点“小东小西”、搞点
“小吃小喝”、破点“小规小格”，都“不算作什么事”
“不会有多大事”。这何尝不是对法纪缺乏真知与
敬畏的又一愚蠢表现。如果说过去一些人走偏出
格，还可以部分归因于不良政治生态的拖累，那么
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咋还如此沉迷不悟？！

在论及“微腐败”的危害时，习近平总书记讲
过8个字：“吸血”不多，其害如“虎”。可谓一针见
血、震聋发馈！从中不难体悟到党的领袖对“蝇贪”
的深恶痛绝、治“微腐”的坚定决心。老百姓愤慨

“老虎”，也同样痛恨“蚊蝇”。居家过日子，苍蝇到
处飞、蚊子嗡嗡叫，饭就吃不可心，觉就睡不安稳。

“微腐败”损害的是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
众的幸福生活，不治便不得人心。“轻者重之端，小
者大之源”，当年雷锋塔顷刻间轰然倒下，不就是
因为“蚂蚁搬家”——— 今天你拆一砖、明天他拆一
砖？正如宋代某县令审判偷窃一文钱的金库小吏
时所说：“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
穿”。再者，罗马不会一天建成，“老虎”也不可能一
天长大。那些大奸巨贪，哪个不是从“小打小闹”发
展到“无法无天”。“蚊蝇”不狠拍，“老虎”也就打不
完。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方为高明。”睹
“微”知著，防“微”成著，是正风反腐之通则。世界
上有些国家连公务员使用的信封等，都要求公私
分别，决不允许“不付费搭便车”。有的规定接受商
界任何吃请和游玩，均为受贿行为。在香港，公职
人员接受吃请，一顿饭费用——— 按就餐人数均
摊——— 若超出本人月薪1%，即属受贿。我们党“越
往后执纪越严”，查“细”责“小”、无“微”不“治”将
为常态。那些“隐身衣”“擦边球”“游击战”，奉劝再
也不要穿、不要打、不要玩了。正所谓“沙粒虽小伤
人眼”“船到江心补漏迟”。如果还以为“小范围”

“小地方”“小活动”“小表示”“小便宜”“小方便”
“小变通”“小爱好”等等“不算啥事”“不会有事”，
因此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那么迟早会阴沟翻船、
小隙沉舟。

“微腐败”因其体量不大，又常常不在眼皮底
下，组织上的“探头”很难及时探清照明，加之群众
中也不乏有人积非成是、见惯不惊，因此尤需党员
干部当好自己的“纪检官”。有道是：不讲道德，纪
律就会靠近；无视纪律，法律就会靠近。为官从政，
贪一点则由“王”变“玉”、成他人玩物，取一文则不
值一文、遭人们鄙视，因小失大的蠢人傻事万万做
不得。好面子、讲感情本不为错，但面子、感情要服
从党性党纪，该拒绝时要果敢说“不”。在党言党、
为国为民，没有那么多的“不好意思”，也没必要怕
人说“不够朋友”。许多时候，正是因为这样而败了
事理、坏了规矩、溃了公正。国外有位人士曾讲过
这样一段话：“我不会忘记，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
我的长辈；但我相信，鉴于我肩负的责任，你们并
不希望我用不适当的认真态度，对你们个人表现
出尊重。”这样的“责任”账、“尊重”理，我们的党员
干部应当算得更清、懂得更深、坚守得更坚定更自
觉。

“微腐败”现象不只是基层才有，机关同样存
在。下面蚊蝇成群，也往往源于上面不干不净。当
年康熙皇帝曾要求“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
吏之观型”。电视剧《雍正王朝》也有句精彩台词：

“乾清宫烂一点，大清国就会烂一片”。因此，惩治
“微腐败”，既要抓基层这个“大头”，也不可忽视领
导机关这个“重点”。坐机关的一尘不染，抓基层才
能一身是胆；机关做到窗明几净，基层才可能清爽
干净。

“口子大小都要缝”。对“微腐败”，同样应早查
早办、严查严办、快查快办——— 以霹雳手段，显菩
萨心肠。

正风反腐

不存在法不责微
□ 凌焕新

无论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都牵

涉对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调整。能否打

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决定着“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的落实，影响着人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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