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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顺庆

廉洁自律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又

是一个终身的课题，是党员干部立身之

本、处世之道。中国共产党作为拥有

9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要始

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切实

做到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这是对每一

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强化党的

自身建设、克服消极因素的关键所在。

古人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廉洁是从政为官的基本品德标准，也

是确保一方风清气正的前提和基础。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廉洁自律始终

是兴党强国的重要保证。当年埃德

加·斯诺访问延安，赞叹共产党的干部

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的作风，称之为

“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

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

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

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

滋彰，盗贼多有”。

廉洁自律，贵在廉洁，难在自律。

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

于律己的作风，经常从灵魂深处不断

地自我警示、自我反省和自我克制，坚

持“慎”字当头，把“慎初、慎微、慎独、

慎权”作为突破口，不断筑牢思想防

线，提升党性修养，做到廉洁自律。

要慎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初之不慎，即为沦落的起点。党员干

部应谨防“温水煮青蛙”，守住第一道

防线，“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

天”。“第一次”是人的一道心理防线，

一旦被打开，欲望便会一泻千里。特

别是在手握重权、身居要职时，在初次

接触、头遭相遇时，面对不安好心的

“心意”和裹着糖衣炮弹的“意思”，要

高度警觉，莫轻易笑纳，勿下不为例。

“早知今日始，悔不慎当初”，反观党的

十八大以后查处的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不少人就是因为没能

把住第一次，一而再、再而三，一发而

不可收，最后自己毁掉了自己。

要慎微。“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小事小节是一面

镜子，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

人格。党员干部要克服“不拘小节”思

想，要虑于微、防于小，避免放任“小

节”酿“大疾”。大错误都是从小错误

开始的，接受一盒茶、一条烟、一顿酒，

看似小事小节，实则是思想蜕变的开

始。党员干部如果不防微杜渐，不在

细节上注重自己的言行，听之任之，小

节不保终累大德，势必贻害无穷。平

时工作中要时刻守住底线、远离红线，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炫于五色之

惑”，以“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

精神，自重自省自警，方能“耐得住清

苦、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

要慎独。所谓“慎独”就是要在独

处时谨慎不苟。东汉时，昌邑县令王

密在晚上给路过的荆州刺史杨震送

礼，并说此事无人知晓请其放心收

下。杨震正色道：“天知，神知，我知，

子知。何谓无知！”事实亦如此，人最

难做到的就是慎独。许多情况下有的

人自以为聪明，总以为别人见不着看

不到，便在欲望驱使下破了廉洁自律

之戒。独处时的行为是对一个人党性

修养的最有效考验。党员干部要打好

作风建设这一仗，自律是第一关，无论

什么时候，都要洁身自爱，日三省吾

身，真正做到有人监督、无人监督一个

样，心存法纪明镜，胸有做事尺度。

要慎权。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善

用则利国利民，滥用则引火烧身。党

员干部要深刻认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

赋予的，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意味着

服务，权力姓公不姓私。纵观在形形

色色的诱惑面前落马的贪官，无不是

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错把手中权

力当成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最终沦

为了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权力决不能

任性，对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抱有敬畏

之心。日常生活中要经常回头看一看、

扪心问一问，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平时工作中要

经常想一想、复复盘，现在所做的事、所

走的路、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背离了

党的宗旨和入党誓言。切实把权力用

来为民服务，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惟有如此，才能无

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待。

廉洁自律贵在廉洁自律贵在““四慎四慎””
城市锐评

背景：
近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

过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宁

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其

中一条新规备受关注：“行人通过路口

或者横穿道路时，不浏览手持电子设

备。”近年来，浙江除宁波外，温州、杭

州、嘉兴，包括福建厦门等，多地均开

始用立法的方式对“马路低头族”说

“不”。不少网友表示，希望能早日唤

醒“马路低头族”的交通安全意识。

@刘文存：交通执法部门有了“条

例”的尚方宝剑，才能对交通的参与方

依法实施有效管理。新法规出台会对

“马路低头族”形成威慑效应，行人低

头看手机影响交通，也不会像过去那

样被视为“弱者”有所偏袒，祛除了“马

路低头族”的侥幸心理，真正做到了交

通法规面前人车平等。这是时代的进

步，也是适合当下交通管理的举措。

@赵超群：“马路低头族”发生交通

事故的报道屡见不鲜，要避免这类惨

痛事故发生，必须吸取教训，应警钟长

鸣。多地立法“亮剑”正当其时。以法

律手段对“马路低头族”进行必要的惩

戒，正是以法治方式为社会树立文明标

尺。只有让尊重生命、自觉维护公共安

全成为行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

能最大限度避免悲剧发生，为行人人身

安全和公共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光明网：治理“马路低头族”，法

令严厉一点无可厚非，但绝不是“一罚

了之”。不管是文明守则的倡导，还是

相关地方的立法处罚，其出发点和归

宿均在于增强行人的安全意识。说到

底，所有外部的约束，都应作用于人们

的内心，并最终通过唤醒人们的良知

善行和规则意识，产生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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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立法处罚多地立法处罚““马路低头族马路低头族””

用典型案例为新就业形态用典型案例为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把好劳动者把好““维权脉维权脉””

■李英锋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支持和

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部署，人社

部、最高法近日联合发布一批新就业形态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引导裁

判实践、回应群众关切。

人社部和最高法最新发布的六起新

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覆盖了平台

经济主要行业类型和常见用工方式，涉及

网约货车司机与平台企业、网约配送员与

平台企业、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与平台

企业或其用工合作企业、网络主播与文化

传播公司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争议，指

向了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的多发点、热门

点、疑惑点，也指向了劳动者维权的堵点、

难点和痛点，对于厘清新就业形态中相关

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相关企业的规

范用工责任意识，维护劳动者权益，促进

劳动裁判公平公正，教育引领社会增强法

治共识，都具有典型意义。

六起典型案例的主要争议点都是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与相关企业是否具有劳动关

系，负责办案的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全面深

入落实人社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维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

见》，坚持“事实优先”的劳动关系认定原则，

明确“从属性+要素式”的劳动关系认定思

路，结合平台实际用工中劳动者对工作时间

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等要素，全面分析

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

性、组织从属性，加强对劳动管理程度的综

合考量，认定四起劳动争议中劳动者与相关

企业存有劳动关系、两起劳动争议中劳动者

与相关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把好了“法律脉”，

也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把好了“维权

脉”。在个案中，典型案例释放了厘清是

非、定分止争的功能。同时，典型案例还

能对裁判实践、劳动维权、企业劳动管理

产生共性的标杆引导和法治教育效用。

典型案例有助于各地法院、劳动仲裁机构

准确掌握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标

准以及劳动争议的处理逻辑，统一裁判尺

度，规范裁判行为，提升裁判的公平度和

权威性。

这批典型案例指向的都是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的“身边人”“身边事”，都是新就

业形态中最常见的劳动争议，对于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以及相关企业而言，具有很强

的代入价值、参考价值和示范价值。在具体

的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或其他关系中，以典

型案例为导航，相关企业可以找准自己的责

任定位与边界，劳动者则可以找准自己的权

利定位与边界，双方或多方在预防和处理劳

动争议、规范用工管理、维护劳动权益时，更

容易找准清晰的法律路径与答案。

各地各级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应加强对

典型案例的学习与研究，参照典型案例不断

提升劳动裁判的准确度和质量，用更多的优

质案例为新就业形态的良性发展以及劳动

者合法权益提供保障。人社部门、法院以及

立法机关也应以典型案例为重点，不断总结

劳动裁判实践经验，进而推动新就业形态劳

动监管机制、维权机制以及相关法律、政策

的完善、优化，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规范、劳

动保障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警惕警惕““培训贷培训贷””陷阱陷阱
求职心切的大学生参加上

岗培训，本想学点技能以便早日

就业，谁料工作没解决反而欠了

一屁股债。从近期媒体报道来

看，“培训贷”骗局时有发生，且

呈上升态势。就这一现象，教育

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日前

发布“2023年第1号预警”：警惕

“培训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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