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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在陕西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吴新成违纪违法的道路上，他的妻子

王某某不仅没有起到劝阻提醒作用，反

而成了‘贪内助’。”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

10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吴新成受贿案是其中之一。陕西省纪委

监委此前刊发文章称，吴新成的妻子王

某某时常主动向丈夫提要求，本应做

“贤内助”却成为“贪内助”。

  《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以

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

目已通报70多名领导干部涉家风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党员领

导干部能不能严格管好配偶、子女等亲

属，能不能严格家风家教，事关理想信

念和廉洁自律。家风家教出问题，领导

干部极易陷入违纪违法的“泥潭”。将来

要进一步通过构建更为严密的制度体

系，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形成充分有效的

制约，同时也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及家属

的有效监督，建立制度化“防火墙”，斩

断“亲属腐败链”。

家风不正易陷入腐败泥潭

持续败坏党风政风和民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吴新成

利用担任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陕西省粮食局局长等职务便利，

在储粮指标分配、工程承揽、企业经营

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5945

万余元。吴新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

年，并处罚金300万元。

  2010年5月，吴新成的妻子王某某以

妹夫的名义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一家房

地产开发公司。然后，王某某从陕西省彬

县某煤炭公司董事长何某某处借款4000

万元，通过竞拍获得陕西省渭南市高新

区一块140多亩的商住用地使用权。

  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王某某想

尽快将这块地转手，但一直未能如愿。

  眼看4000万元借款的还款期限将

至，王某某和吴新成商议，由吴新成出

面让煤炭公司收购这块土地。吴新成找

机会对何某某说明情况。考虑到曾经受

过吴新成帮助，何某某答应了。经过一

番操作，王某某将这块土地转让，还赚

了2000多万元。

  陕西省纪委监委刊文称，当一些不

法商人想找吴新成“办事”时，大多会先

找到他的妻子。

  根据法院的认定，吴新成本人或与

其配偶及特定关系人共同非法收受、索

取他人贿赂5945万余元。

  吴新成一案并非个例。

  今年首个被通报涉家风问题的中

管干部，是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刘国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通报称，刘国强毫无道德底线，腐化堕

落，家风败坏，对家人失管失教。

  黑龙江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李久春，则是今年

首个被通报涉家风问题的省管干部。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以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通报

中，有70多名领导干部涉家风问题。其

中，中管干部15人，其他领导干部60多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

任庄德水告诉记者，实际上，从党的十

八大以来，很多领导干部的落马，跟领

导干部家风不正，对配偶、子女等亲属

失管失教有直接关系。可以说，在领导

干部腐败的背后，往往存在“贪内助”

“衙内腐”甚至“全家腐”等问题。

  据庄德水观察，从腐败案件的发生

情况看，最典型的就是领导干部通过其

配偶、子女等经商办企业的形式逃避组

织追责，甚至形成一条固定的利益输送

通道，危害不小。由此可以看出，家风不

仅是领导干部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事

关党风、政风和民风。领导干部家风败

坏，就会破坏党风、政风和民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廉政研究中心

主任宋伟说，今年以来，多名中管干部、

省管干部在审查调查通报中涉及家风

问题，充分证明中央纪委狠抓由于家风

不正导致的违纪违法问题的决心。

  “家风问题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腐败案件的共性问题，具有一定规律

性和趋势性。”宋伟认为，中央纪委聚焦

此问题，是在深刻总结分析党的十八大

以来查处腐败案件的经验基础上形成

的论断，更是对腐败问题趋势的深刻把

握。事实上，家风家教对领导干部的理

想信念和廉洁自律具有重要影响，家风

家教出问题，领导干部极易陷入违纪违

法的“泥潭”。

禁止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

倒逼领导干部管好身边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省委原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是首个

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家风败

坏”的领导干部。

  2015年7月，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组织调查。当年10月，中央纪委

通报称，周本顺“为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

益，家风败坏、对配偶子女放任纵容”。

  2016年2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

称，从一些腐败案件看，出问题的领导

干部普遍存在家风不正、家教不严的问

题。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等人的腐败，

都带有“全家腐”甚至是家族式腐败的

特征，教训惨痛而深刻。

  次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点名山

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和

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等落马高官家族

式腐败。

  其中称，王敏案的一大特点是：放纵

妻子、女儿、女婿，整个家庭形成了以王

敏为核心，夫妻联手、全家上阵、共同敛

财的链条。苏荣腐败案是典型的家族式

腐败。在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其

妻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

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其子多次插手土

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

  “‘家族式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家

风败坏已成为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

违法的重要原因。”中国纪检监察报称。

  为解决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对新时代领导干部在培育清

廉家风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

规范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提供了制度

依据。另一方面，经原中央深改组会议

审议通过，在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

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进一步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行为试点。

  在宋伟看来，这些探索是在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严管领导

干部配偶子女等问题上形成的创新举

措，对于进一步治理配偶子女及家属

经商办企业等问题具有示范意义，可

以有效遏制在领导干部家属中形成的

利益冲突，避免由于家风不正产生腐

败土壤。

  庄德水认为，党中央实行双管齐下

的策略，一方面管住党员领导干部的权

力，促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另一方面

管住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

配偶，约束其打着领导干部的旗号谋取

不正当利益，倒逼领导干部严肃家风，

管好身边人。

  庄德水说，由此也可以看出，领导

干部的配偶、子女等亲属经商办企业行

为已经到了必须大力整治的地步。领导

干部的配偶、子女等亲属经商办企业行

为深受老百姓诟病，影响了党和政府的

公信力。

筑牢制度“防火墙”约束权力

强化监督切断“亲属腐败链”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试点几年之

后，今年年初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公报称，督促落实规范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规定，推

动以上率下、严格执行。教育引导党员领

导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严格管好家属子女，严格家风家教。

  记者梳理发现，这

也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

纪委全会公报首次提及督促落实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

办企业行为规定，同时首次提及严格管

好家属子女。

  庄德水认为，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

全会公报提及这个问题，意味着地方试

点已经取得一定实效，即将在更大范围

内推广试点成果，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

部身边人的监督。

  一个佐证是，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中，“干警违规经商办企业和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被列

为必须彻底整治的顽瘴痼疾之一。

  今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梳理总结

教育整顿中查处问题的基础上，找准症

结，分别出台了干警亲属的禁业清单，

通过建章立制确保各系统政法干警廉

洁司法、廉洁用权、廉洁齐家。

  那么，今后需要建立怎样的制度，

让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避免成为“贪

内助”呢？

  宋伟建议，要进一步构建更为严密

的制度体系，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形成充

分有效的制约，同时也要强化对领导干

部及家属的有效监督，从源头上斩断

“亲属腐败链”。与此同时，加强领导干

部家风建设仍然需要长期坚持并固化，

从而在家庭思想层面筑牢“防火墙”。

  庄德水的建议是，管好领导干部家

风，首先是领导干部自身要作表率、立

家规，对配偶、子女等亲属实行有效的

监督和管理，杜绝或者防止身边人利用

自己的权力谋取利益。其次是加强监

督，特别是组织部门要充分运用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威力，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解决家风不正、失

管失教问题。

  “最后是增强制度执行性，对领导

干部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进行专门的监

督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实行严厉问

责。”庄德水称。

  在庄德水看来，领导干部一方面要

廉洁自律，另一方面还要廉洁修身、廉

洁齐家，涵养家风，构筑抵御腐败侵蚀

的重要防线，这就需要领导干部自觉摆

正党性与亲情、党风与家风的关系，真

正用良好的家风带头营造良好的政治

生态，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

责，更是对党和国家负责。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2021年12月13日，第8个国家公祭日。一场特殊的观影会在位于江苏省

南京市栖霞山东麓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旧址举行，这座被誉为“江南方

舟”的厂区深处有一座黄色小楼在树杈枝丫间若隐若现。这里曾经是两万

多名南京难民免遭日寇屠杀和蹂躏的避难所，也是近代有识之士通过“实

业兴国”的历史印记。

  今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4周年。国家公祭日前，南京通

过发布一批主题出版物、线上线下探寻南京大屠杀历史遗迹、徒步划下南

京国际安全区“和平足迹”、开展学术研讨等方式铭记那段沉痛的历史，让

历史真相不被掩盖，让民族记忆代代相传，在追思中守望和平。

  《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南京公祭日相关活动现场，感受浓烈的祭奠氛

围，记录专家学者为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所作出的贡献。

整理二十余家中文报纸报道

窥见中国军民英勇反抗精神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八号令”，命令侵华日军

华中方面军进攻南京。12月2日，江阴要塞失陷。12月3日，丹阳陷落。12月4

日，日军分兵数路，开始同时进攻南京。

  翻开《南京保卫战中方报纸报道（1937-1938）》，依旧能窥见当年的战

火硝烟及中国军人为保卫南京，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不屈精神。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调集了约15万兵力，指挥13个

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及江宁要塞、首都警察等武装力量，利用外围与复廓

阵地御敌，实行“短期固守”。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南京周边的淳化镇、牛首

山、杨坊山等地激战，失利后转入内廓阵地与城垣。

  12月9日，日军向中国守军空投《劝降书》，中国守军不予理会。10日，

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光华门、紫金山、雨花台、中华

门、赛公桥等地展开血战。至12日下午5时决定撤退，中国守军一部渡江北

撤，一部向皖浙边区转进，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

撤退。

  在3天的激烈战斗中，萧山令、朱赤、高致嵩、易安华、罗策群、姚中英、

司徒非、李兰池、刘国用、蓝运东、万全策等将领壮烈殉国。13日，南京沦

陷，南京保卫战至此结束，日军随即实施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战火硝烟下的报纸报道，从宏观和微观角度

真实还原了当年中国军民的抵抗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是不容忽视、不容

否定的珍贵史料。

  “2018年起，纪念馆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师

范大学等相关专家深入开展南京保卫战专题研究，其中在编纂《南京保卫

战中方报纸报道（1937-1938）》时，就搜集整理了20余家中文报纸报道。”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凌曦说，报纸内容浩如烟海且

散在各处，相关整理工作繁重琐碎，整整花了一年时间。

  据凌曦介绍，除了当年的全国性大报《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扫

荡报》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外，各省

市创办的报纸包括《武汉日报》《中山日报》《新蜀报》等都对南京保卫战进

行了密集报道。

  “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中国军队和社会各界积极备战、国际社会的反

应，日军对南京的进犯和守军的抵抗，还报道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军民的反

抗、守军官兵突围归队的情形等。”凌曦说，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但南京

陷落前的南京保卫战，无疑是抗战史上不容忽略的一战。

  “我们再不能容忍日寇继续的长驱直入了。为了中国民族的生存，我

们一定要化除过去的一切成见，实现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实行全国

的总动员，实行全面的抗战，这样来保卫南京，保卫中国，一直到将日本帝

国主义完全从中国赶出去。”这是《新中华报》在1937年11月29日刊发的社

论《为保卫南京而战》中的段落。如今读来，依然句句铿锵，字里行间透露

出号召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保卫南京、保卫中国的决心。

集中发布十余本主题出版物

众多微观英雄人物记入史册

  12月7日，“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2021年系列图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举行，10余本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国家公祭的主题出版物集中亮相。一本本沉甸甸的专著典

籍，字里行间记录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民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誓死抵抗日本

军国主义侵略所发出的抗日救国最强音。

  在新发布的《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一书中，记录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等人

自2008年起直至去年，走遍全国12个省、直辖市与25位南京保卫战老兵的对话。“我们把老兵们的青春

记忆留在书里。捧起这本书时，我的内心充满感激和惭愧。感激84年前老兵们浴血奋战，保卫南京城。”

吴先斌说。

  祖籍江苏淮安的美籍女作家张纯如，锲而不舍地追寻尘封半个世纪的《拉贝日记》，终将当年约

翰•拉贝在南京亲眼目睹的大屠杀史实大白于天下。这本日记中所描述的一个惨烈故事，成为几十年

后一起闻名于世的跨国诉讼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也成为微观历史研究的重要例子，开辟了从法律层面

上维护史实的路径。

  1938年2月11日，约翰•拉贝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1937年12月13日，约有30个日本士兵出现在门东

新路口5号房子，几乎杀光了夏姓市民全家，又用刺刀刺伤了躲在房间里的七八岁女孩……那个七八

岁的小女孩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和4岁妹妹就在那里待了14天，两个孩子

靠炒米和在一口锅里找到的剩饭活命。

  这位当年七八岁的女孩就是目前已经92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2000年12月27日，夏

淑琴老人在南京中院正式起诉日本中野修道、松村俊夫和展转社对其的名誉侵害，这起案件前后经历

了数年，最终在中日两国法院均获胜诉。

  除了图书发布会外，南京还于今年12月1日举办了“2021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举行。

  在这批新征文物史料中，有一份是侵占南京和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主要部队之一、日军第十六

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其中记载了其于1937年12月10日在紫金山附近与中国守

军展开激战。13日，占领天文台、太平门，在太平门附近屠杀了约1300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并在玄

武湖附近“扫荡”，又进抵下关江边，向正设法渡江的中国军人及平民猛烈射击。此后，该部队还在包括

南京安全区在内的市区及下关地区进行所谓“扫荡”，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疑似军人的普通平

民，并加以屠杀。

  “这是一份日军的档案原件，比较少见。从日方的视角印证了南京保卫战之惨烈、中国军队的英勇

抵抗，反映了中国军队付出的重大牺牲。”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王卫星说。

线上线下探寻遗迹铭记历史

汲取力量攻坚克难锐意进取

  今年公祭日前后，南京还通过线上线下探寻南京大屠杀历史遗迹、徒步划下南京国际安全区“和

平足迹”，开展学术研讨等方式铭记那段沉痛的历史。

  11月29日，南京十三中学国际高中全体师生近300人在学校外围步行45分钟，用脚步绘制了“1213”

的图案。“未来这些学生将会奔赴世界各地留学，希望他们走遍天涯海角都会记住，自己的根永远在中

国。”该校国际高中主任胡忆瑞说。

  11月12日，第六届感恩“南京安全区”国际和平徒步线上活动启动。截至12月5日，线上线下累计超

过7万人参加，累计徒步里程超过70万公里，参与者用脚步书写和平愿望。“我是一名药剂师，感谢外国

医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在救治难民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参加徒步

活动的冯素琴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铭记民族伤痛是为了从这份烙在血肉中的历史训诫中汲取力量，攻坚克难，

在实践中锐意进取。记者还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专家学者投身到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专题化、

精细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日渐深入，而加强用法理学的方法加强南京大屠杀法制史研究也成为近年

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程兆奇介绍，长期以来存在的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

和试图扭曲其中事实的日本“虚构派”，一直混淆视听，试图掩盖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 日本虚构

派批判》一书对虚构派的观点作了全面清理，并一一驳斥，为80多年后的世人廓清了日本虚构派布下

的层层迷雾。

  “与以往已公开的局部相关档案不同，此次出版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是审判专门机构

的档案，比之前的分散档案更为全面和完整。与以往出版的战后审判文献都早已由美国、日本等国国

家档案馆公开不同，这批文献是首次公开，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见天日’。”程兆奇说。

本报南京12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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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源头斩断“亲属腐败链”

要进一步构建更为严密的制度体系，对领

导干部的权力形成充分有效的制约，同时

也要强化对领导干部及家属的有效监督，

从源头上斩断“亲属腐败链”

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严格管好配偶、子女

等亲属，能不能严格家风家教，事关理想信

念和廉洁自律。家风家教出问题，领导干部

极易陷入违纪违法的“泥潭”

党中央实行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管住

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促使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另一方面管住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

以及子女的配偶，约束其打着领导干部的

旗号谋取不正当利益，倒逼领导干部严肃

家风，管好身边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年以来已通报70多名领导干部涉家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