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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纪委 中共河南省委纽织部
关于印发 《全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开展整治
“
帮圈文化

”
专项排查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党委、纪委监察委,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党

组 (党委冫,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纽、省直纪工委,省管各企业

和高等院校党委、纪委 :

现将《仝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展整治
“
帮圈文化”

专项排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中 共 河 南 省 纪 委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zO18年 8月 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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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开展整治
“
帮圈文化

”
专项排查工作方案

根据中央第一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按照省委巡视整改工

作安排部署,为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入持久地开展
“
帮

圈文化
”
整治,决定在全省集中开展为期 3个月的整治

“
帮圈

文化
”
专项排查工作,具体方案如下 :

一、目标任务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净化

党内政治生态,坚决整治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

私人势力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治理党内关系庸

俗化的现象,纯洁党员干部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促进

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二、工作重点

专项排查工作以治理
“
酒局圈

”
为切入点,严格落实 《河

南省公务活动全面禁止饮洒的规定》,重点查处党员干部五类

“
酒局圈

”:以 同乡会、老乡会等名义组织的
“
酒局圈

”;以 同

一系统工作为由组织的
“
酒局圈

”;以校友会、同学会、战友

会等形式组织的
“
酒局圈

”;以对口联系、协调工作、解决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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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等名义参与关系不清的商人组织的
“
酒局圈

”;以兴趣爱好

趋同为由,以球友会、牌友会等形式组织的
“
酒局圈

”
。通过

严肃查处
“
酒局圈

”
问题,切实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

在前面,使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
“
高压线

”,最大

限度压缩
“
帮圈文化

”
滋生蔓延的空间。

三、排查方式

专项排查工作从 8月 中旬开始,到 11月 中旬结束,集 中

力量解决
“
酒局圈

”
突出问题,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效。各级党

委 (党组)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长

期坚持、持续推进,加强经常性监督检查,坚决遏制
“
帮圈文

化
”,着力营造领导有威信、干部有激情、群众有信心的良好

政治生态。

(一冫通过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各级党委 (党组)要认真

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确保实现党组织、党员干部全覆盖。

要重点排查党员干部中是否存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

成立 (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的

行为;是否存在经常组织、参与各类
“
酒局圈

”
活动的行为 ;

是否存在热衷于拉关系、找门路、套近乎、站队伍,广织关系

一网络的行为;是否存在投机依靠、趋炎附势,将上级领导当成
ˉ

个人靠山的人身依附行为。对排查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要逐项逐条列出清单,制定整改措施,建立整改台账,认

真开展提醒谈话、批评教育工作,坚决防止搞形式、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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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织党员

伙伙等行为

签订不参与
“
小圈子

”,不搞拉帮结派、团团

。承诺书要以适当形式进行公示,接受党组

织和群众的监督。

(二冫通过召开氕虫土活瓮废现问题。备级党委 (党组)

领导班子要把开展
“
帮圈文化

”
专项排查作为巡视整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深刻剖析
“
帮圈文化

”
产生的根源以及

带来的严重危害,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领导干部要重点查摆是否存在利用职权在党内培植私人

势力、以人划线、在选拔任用干部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已的行

为;是否存在借助
“
小圈子

”,结利益同盟,搞权钱交易,用
-             -

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行为;是否存在通过
“
小圈子

”
为自

已营造声势、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是否存在利用
“
小圈子

”

一

明争暗斗、争权夺势的行为;是否存在充当
“
地下组织部长

”
,

妄议干部人事安排、泄漏组织人事工作秘密行为;是否存在在

党校学习培训及毕 (结 )业后,以 同学名义成立联谊会,开展

有组织的活动的行为;是否存在利用
“
小圈子

”
和商人称兄道

弟、江湖义气,经常参加各种私人宴请的行为;焉
尸

存在履行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对 “
帮圈文化

”
现象听之任之、放

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的行为。领导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

要把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说清楚、谈透彻,自 我批评敢找
“
病

灶
”,相互批评敢动

“
真刀

”,坚决防止以工作建议代替批评意

见。对案件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主要领导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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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后继
”
的地区、单位,要加大民主生活会督导力度,确保民

主生活会质量。

(三 )通过信访举报发现问题。各级党委 (党组)要畅通

反映问题渠道,公布监督举报方式,将开展专项排查工作的目

的意义、重点内容和有关要求公布于众,充分发挥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四 )通过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

随机牡查、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深入酒店、农家乐、

单位食堂、私人会所,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党员干部

组织、参与
“
酒局圈

”
问题线索。对发现的

“
酒局圈

”
问题线

索要优先办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五)通过案件研判发现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执纪

办案过程中,要注重发现
“
小圈子

”
问题线索。要结合近年来

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腐败窝案、串案,对案情进行综合研

判,找 出利益链条、查清关系网络,深挖背后存在的
“
小圈子

”

问题。

(六 )通过巡视巡察发现问题。各级巡视巡察机构要发挥

“
利剑

”
作用,把 “

帮圈文化
”

问题作为巡视巡察的一项重要

内容,注重从多渠道、深层次发现问题所在,切实找准影响政

治生态的
“
污染源

”。

四、工作要求

(一 )明确责任分工。各级党委 (党组)作为专项排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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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责任主体,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专项排查放在全面

从严治党整体工作之中来谋划部署。要坚持从意识形态和舆论

导向入手,扎实开展党性党规党纪教育,培育健康向上的党内

政治文化。组织人事部门要坚持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的用人

导向,严格执行干部选任标准和程序,          。

要注重改进干部考察方式,在班子换届考察、年度测评和干部

考核中,把是否存在拉帮结派、搞
“
小圈子

”
作为重要内容。

(二 )坚持以上率下。各级党委 (党组 )“ 一把手
”

要承

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

发挥好
“
关键少数

”
的作用,当好表率、树好标杆,切实把自

已摆进去,坚决不搞各种
“
小圈子

”
,自 觉远离各种

“
小圈子

”
,

自觉与各种
“
小圈子

”
作斗争,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抵腐定力,使人身依附、拉帮结派、搞
“
小圈子

”

没有市场和生存土壤。

(三冫把握遴 羞蓁 限。在专项排查 中 ,

是

然性、相对固定性和人员松散性、

依附丛塑王笠挂、排他性和社会性等不同特点,与正常的人际
—

交往、社会组织区分开来。

(四 )严肃责任追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发现的拉帮结

派、团团伙伙、培植私人势力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 ,

要实行
“一案双究

”,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又要追究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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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单位党委 (党组)主体责任和纪委 (纪检组)监督责任。

对开展排查工作行动迟缓、敷衍塞责的地方和单位,对签订承

诺书后又参与
“
小圈子

”
的党员干部,要依规依纪、从严从重

处理。要强化警示教育,从 已查处的违纪问题中筛选典型案件

进行通报曝光,形成震慑、营造氛围σ

(五冫抓好以案促改。各级党委 (党组)要结合专项排查

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以案促改,扎牢制度笼子,深化

标本兼治,注重在思想教育、权力制约、选人用人、强化民主、

监督检查、追责问责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力 求
“
查处一起案

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解决一类问题,净化一方

政治生态
”
。

专项排查中,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汇总工作进展情况 ,

于每月 15日 前报省纪委监察委 (径送党风政纪监督室)。 各省

辖市党委负责汇总各地情况;省委省直工委负责汇总省委各部

委、省直机关各单位情况;省政府国资委党委负责汇总省管国

有企业情况;省委高校工委负责汇总省管高等院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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