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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seized the "critical 

minority" of leading cadres,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seeing Party self-governance exercised fully and with 

rigor,announced new expositions, new viewpoints and new requirements about the leading cadres’ family style 

construction on several important occasions.He emphasized that leading cadres should fully realiz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style and grasp the main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style.At the same 

time,the paper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ractical pat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ading cadres' family style.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systematic thinking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red family tradition,setting up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ducation model,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internal Party regulations,and,compacting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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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紧抓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多次在重要场合发表

了关于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新论述、新观点、新要求，着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家风建设的重要地

位，抓住家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同时要运用系统思维，综合施策，弘扬红色家风、开展正反教育、健全党纪

党规、从严压实责任等，努力凝聚多方合力，打好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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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家齐而后国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问题，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落细、落实的重要举措，强调要把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作为作风建设的题中之义，各级领

导干部要严管亲属，过好亲情关，修好家风建设的“必

修课”，努力实现家风与党风政风的良性互动。 

2.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重要地位 

2021 年 1 月 24 日晚，中央纪委“开年大片”《正

风反腐就在身边》电视专题片播出，其中第四集《严

正家风》讲述了张茂才、向力力、严春风、彭定邦等

被不良家风刮倒的典型案件。广大的领导干部要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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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戒，增强管家治家的政治自觉，并将其看成一项净

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性工程。 

2.1 锤炼过硬作风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

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
[1]
。

这表明培育优良家风已然成为锤炼过硬作风的必然

要求。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作为映射其作风是否过硬的

一面镜子，更能直接反映出领导干部在“八小时之外”

是否依然坚守党性、永葆初心。锤炼领导干部过硬的

作风重在真抓实，要从家风建设的这一容易被忽视的

细节抓起，定期检查相关情况，抓好任务落实。老一

辈革命家一生廉洁为官，严管子女，不仅培育了清正

家风，更树立了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

密切了干群党群关系。反观部分家风不正的领导干部，

家庭关系扭曲化，公权私用，放任家属狐假虎威，严

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对此，领导干

部一定要有清醒的政治认知，坚定家风建设的政治自

觉，主动用优良的家风建设涵养作风建设。 

2.2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

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2]
。领导干部家

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相互交织，是推进反腐倡廉的

重要举措。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

逻辑，即：家风败坏是领导干部走向腐败之路的主要

推手。从“严夫人”耍威风，牵出“两面人”的严春

风，到“兄弟联手、中饱私囊”的向力力，再到“宠

溺爱子、收钱办事”的张茂才，一桩桩家庭成员暗箱

操作捞钱贪财的阵仗，最终都以“反面警示性案例”

的悲剧黯然落幕。这些领导干部的腐败机理凸显出家

风败坏是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威胁。广

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好的家风，不仅可以构筑起

拒腐防变的“防护网”，更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

一环。 

3.习近平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观的主要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讲

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自觉

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带头廉洁治家，从严管好

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3]
”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为领导干部加强家

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3.1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关键是正确对待权
力 

梳理近年来中央纪委对高官落马事件的通报，不

难发现“公权私用”往往与“家风败坏”同时出现，

可以说“领导干部家风不正的本质是对权力的滥用。
[4]
”领导干部作为手握权力的特殊人群，其权力的适

用不会因为进入家庭生活领域而失去效力，一旦权力

这把“双刃剑”行使不当，则易出现利用公权力为亲

属牟私利的乱象。领导干部要厘清权力的授受关系，

清醒的认知到权为民所赋，只能姓公不能姓私，要胸

怀人民，敬畏权力，把好用权“方向盘”。同时，要带

头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特权思想是滋生家

风不正的“温床”，部分领导干部自恃功高，认为搞点

特权没什么，其家属便盛气凌人，以权压人，在心理

上有一种谜之优越感。例如在微信群耍官威的“严夫

人”便是特权思想在作祟。特权现象损害社会公平正

义，部分领导干部滥用手中公权力，在政治上任人唯

亲、经济上“前门当官，后门开店”，伙同亲属捞钱谋

私、生活上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等；这些都是人民

群众最为痛恨的现象，最伤党群干群关系。领导干部

要以铁面无私的姿态铲除滋生特权思想土壤，家人一

旦出现不良苗头，就要及时纠正，批评教育，严禁亲

属假借公权力的光环耀武扬威。 

3.2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底色是清正廉洁 

清正廉洁不仅是领导干部为官从政要坚守的政

治底线，也是家风建设的底色。家风是否清真廉洁是

人民群众评判领导干部是否值得信赖，能否做到永葆

初心的重要评判依据。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老一辈革命家的清廉家风为人民群众所珍视，世代相

传。领导干部要时刻绷紧“廉洁”神经线，努力培育

清正廉洁的好家风：“清”即两袖清风、清清白白，领

导干部要认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现实，教导家

人树立正确金钱观，同家人一起抵住金钱的诱惑，过

好金钱关；“正”即大中至正、刚正不阿，领导干部要

坦坦荡汤为官，教导家人公道待人，磊落行事，义正

言辞同不良现象作斗争；“廉”即廉洁奉公、一廉如水，

领导干部要俭以养廉，带头厉行节约，同家人一道弘

扬勤俭节约的美德，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行为，守住清

廉防线；“洁”即洁身自守、志高行洁，领导干部要洁

身自好，培养高雅生活情趣，同家人一道“借书增智”，

构建清爽干净的交际圈，远离“圈子文化”、“帮派主

义”。清正廉洁的好家风不仅是领导干部要永葆的政

治本色，更是领导干部行稳致远的强大支撑。 

3.3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要害是严管亲属子女
和身边工作人员 

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要突出聚焦重点对象。剖析高

官落马案件，会发现“家族式腐败”和“衙内腐败”

多发。领导干部要在严于修身的同时筑牢“后花园”

的篱笆，过好“亲情关”，让家庭成为自己为官从政

的“铠甲”，而不是“软肋”。为此要严慈相济，正

常处理同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一方面，因为

领导干部政治角色的特殊性要严字当头，讲原则。一

要严格教育、涵养正确三观，把对党忠诚纳入家风建

设范畴中，积极引导亲属子女爱党爱国，努力增强政

治认同感；二要严格管教、对特权寸步不让，决不允

许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存在特权思想，擅权干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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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监督、防微杜渐，谨防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被

居心叵测之人利用围猎。另一方面要严而有爱，严慈

相济。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好“配偶经”，遵守婚姻

道德，认真经营夫妻感情，塑造廉内助，谨防“枕边

风”乱吹；树立正确教子观，念好“儿女经”，做到爱

而不溺，严而又度，同时要解决好“给子女留什么”

的问题，决不能以权谋私，留不义之财；树立正确的

职位观，严管身边工作人员，时刻注意他们的思想动

态，不能让“耳边风”乱吹。 

4.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当前，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要运用系统思维，

综合施策，弘扬红色家风、开展正反教育、健全党纪

党规、从严压实责任，凝聚各方合力，打好“组合拳”。 

4.1弘扬红色家风，回归传承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

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5]
。可以说红色家风是

涵养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肥沃土壤。从毛泽东立下的

亲情问题“三原则”到周恩来制定的“十条家规”，再

到朱德家风“二三事”等等，这些红色家风彰显了老

一辈革命家治家管家的人政治自觉。推进领导干部家

风建设要回归传承性，深入挖掘红色家风的丰富内涵，

传承好信仰坚定，忠于人民、自食其力，不搞特殊、

艰苦奋斗，勤俭孝亲等红色价值理念；同时要深入探

索弘扬红色家风的多种形式，结合地域特色，努力讲

好红色家风中的感人小故事、办好红色家风的主题展

览、拍好红色家风的宣传片，增强红色家风的感染力

和影响力，让红色家风落地生根。此外，在大力号召

广大领导干部自觉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

革命家学习的同时，持续推进红色家风进会议、进党

课、进头脑，激发领导干部“不想腐”的内生动力。 

4.2 开展正反教育，体现教育性 

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要深化以案促改，开展正

反典型教育，体现教育性。一方面，凝聚社会共识，

树立正面典型，大力开展示党员范性教育，积极发挥

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努力营造“不想腐”的政

治氛围，让领导干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在向老一

辈革命家学习的同时把目光转向身边人，善于发现并

树立身边的典型榜样。领导干部要对照先进找差距，

自觉检视自己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存在的不

足之处，激发见贤思齐的正能量；另一方面，严肃追

责问责，通报反面案例，大力开展党员警示教育，发

挥反面典型的警醒震慑作用，让领导干部知畏知止。

例如，今年 1 月底，电视专题片《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第四集《严正家风》揭示了 5 起领导干部因家风不正

而逐步腐化堕落变质的典型案例，社会反响剧烈。在

开展警示教育的时候要用好这些案例活教材，让广大

领导干部引以为戒，把他们的“忏悔录”当成自己的

“预防针”，警钟长鸣。 

4.3 健全党规党纪，发挥制度性 

党规党纪是管党治党的重要法宝。推进领导干部

家风建设不仅要润物无声化说教于无形，还要强化刚

性制度约束，扎紧党规党纪的“铁笼”，完善“不能腐”

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挥党纪法规这一

“硬法”的约束作用，陆续出台和新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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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部党内

法规，均涉及到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问题，可谓是走

出了一条依靠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新路。这

些党规党纪对于领导干部家风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

的政治要求、纪律要求，为其戴上了制度的“紧箍咒”。

领导干部要心中高悬党规党纪的利剑，认真对照党规

党纪中关于家风建设的要求，分析查找可能存在的廉

政风险点。相关部门要在认真宣传、组织领导干部学

深悟透的基础上，抓好落实，让铁规发力，制度生威。 

4.4 从严压实责任，追求有效性 

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要从严压实责任。毋庸置

疑，领导干部是培育自己小家清廉家风的第一负责人，

要铭记总书记的嘱托，做到齐家有方。各级党委肩负

着抓家风建设的主体责任。一方面要将家风建设情况

纳入“三会一课”，积极做好领导干部的家访工作，做

到组织关怀有温度，在不僭越的前提下，正面了解领

导干部在家风建设方面的情况，出现不良势头积极进

行提醒、诫勉谈话，正面引导。另一方面，要严格做

好本职工作，守好责任田，紧紧围绕家产情况、婚姻

情况等，加强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情况的核查，一

旦出现不实、瞒报行为，要从严追责问责。各级纪委

（纪检组）要积极履行监督责任，把监督触角延伸到

“八小时之外”，弥补监督空白。 

5.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从全面从严治党的

角度问诊家风败坏的弊端，进一步深化了家风与党风

政风的关系，突出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同时注重凝聚各方共识、整合多方力量，真抓实干地

推进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总之，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

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

要内容，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具

有重大价值。广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家风建设在反

腐倡廉语境下的重要性，增强培育清正廉洁好家风的

思想认同和行动自觉，在笃信笃行中廉洁修身，严管

亲属子女，以更好的家庭面貌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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