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 ■深度 ■力度 ■温度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

思想思想 2021年4月 15日 星期四
主编 侯金亮 编辑 朱涛 实习编辑 黄凯悦 美编 张辉 15

要始终严守私德、
克己奉公，以自重修品
德、以自省管小节、以自
警慎言行、以自励严操
守，自觉净化个人的工
作圈、生活圈、社交圈，
带头加强家风建设，带
头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邓斌 蔡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防止和
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
化。这一重要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
针对性。其中，坚决防止和反对码
头文化，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
要求，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应有的政
治品格，更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重
要事项。

认清码头文化的恶劣影响，做到
政治立场坚定，明辨是非。码头文化
属于长江沿岸流行的一种亚文化。封
建社会，无论闯荡水道，还是混迹码
头，如果没有当地势力的保护、不入圈
子，单打独斗往往寸步难行，所以很容
易产生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关照的码
头文化。这一文化演化到政治领域，
就成为上有“老板”，中有“兄弟”，下有

“伙计”，同进共退、同贪共腐，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团体。个别党员
干部深受码头文化的影响，把拜码
头、找靠山、搞依附当成“升官秘籍”，
追求红包、酒局、段子的“三件套”，大
搞结“干亲家”、拜“干爹”的“两扳
手”，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对内抱团
取暖，对外党同伐异，严重违反党的政
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败坏党的形象和
风气，玷污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一旦经由这些人把码头文
化的政治毒瘤留存党内，就会严重违
反党的纪律，严重污染党内政治生态，
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党的民主集
中制原则，严重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消
解党的组织力量。如果不对码头文化
加以整治，任其在党内蔓延，不仅会损
害党的肌体健康、影响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而且会带坏政风民风、影
响社会团结。

坚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做到
用权讲政德，交往讲原则。共产党员
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归根到底就
是要坚守党性原则。党性是党员干
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一

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跌入码头文化的
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把党
内生活看淡了、看轻了，甚至认为党
内生活是工作中的“累赘”，导致他们
在用权和交往方面出了问题。共产
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用权为
民、用权为公自然也是政德的题中之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德问题。立
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深明大德
是领导干部的精神指引，遵守公德是
领导干部的尽职指南，严守私德是领
导干部的修身基础。新时代，立政德
不只是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要求，它被
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崭新的价值内
涵，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迫切需要，是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的重要途径，更是坚决防止和反
对码头文化的不二法门。这实际上
也顺延出交往讲原则的问题。共产
党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有正常的
社会交往，但一定要从党性原则出
发，管好自己的交往圈，时刻记住自
己是“党内人”，不是“社会人”，是“讲
政治的”，不是“跑码头的”。要讲君
子之交，以德会友，千万不要受码头
文化影响，沉迷于站台撑腰“干亲
圈”、政商互通“微信圈”、相互提携

“老乡圈”、任人唯亲“酒局圈”、虚荣
世俗“球友圈”、瞄准权力“品酒圈”。

走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做到
引领好文化，引导好群众。群众路
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线。1945 年 6 月，党的七大首次在
党 章 的 总 纲 部 分 阐 释 了 群 众 路
线。当时的党章总纲提出：“中国
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
人 民 服 务 的 精 神 ，必 须 与 工 人 群
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
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
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
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
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
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码头文化真实
存在于人民群众中，但是党员干部不
能一味迁就、见惯不怪，必须引导好
文化，教育好群众，否则就是片面理
解了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也严重矮
化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码
头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残留，是一
种带着浓厚江湖习气、形为“义”而
实为“利”的文化，显然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合。各级党组织
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媒体中
心等为载体，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旗帜鲜明地铲除
码头文化存在的思想土壤，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牢牢占领人民群众
的思想文化阵地。要正立场、正方
向、正原则，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
防止和反对码头文化，以经常抓、见常
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
的工作机制做防止和反对码头文化的
忠实执行者、带头实践者、积极促进
者，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
会风气根本好转，营造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

（作者邓斌系西南政法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蔡斐系西南政法大
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教授）

坚决防止和反对码头文化

编 者 按

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
精神积淀。同时，“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
气等封建腐朽道德文化危害社会风气，侵蚀政治

生态。为了引导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并坚决抵制
其危害，我们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了相关理论文章，
现集中刊出，以飨读者。

□周廷勇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就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进行重点强
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既注重自律
又注重他律，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
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这是市委聚
焦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扎实有效做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彻底整治个别地
方、个别党员干部仍受到“袍哥”文化、
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封建腐朽道德
文化影响的根本遵循和工作指南。

坚决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
渣泛起，是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
文化的迫切需要。政治文化是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政治文化是
指政党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形
成的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
的集中体现，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内生
性因素，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革命传
承和鲜明的时代特质。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
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
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
化的影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就是要充分发挥政治文化作为政治
体系“软件”的功能，在不断迭代、不
断优化中，使其内化为党员干部的一
种心理定式和思维定势，从而达到塑
造个人、提振群体、引导社会的目
的。“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
等封建腐朽道德文化，奉行关系学、
厚黑学，追捧官场术、“潜规则”，上下
关系不明，政商关系不清，致使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等逆淘汰，如果不及
时加以制止、不予全面清除，将严重
扭曲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运行和发
展内在规律，腐蚀党内政治生态，损
害党的形象和执政根基。坚决防止
此类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必
须自觉用红岩精神涵育品行，赓续共
产党人精神血脉，大力倡导和弘扬忠

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
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政治文
化。必须推动新型政商关系建设，斩
断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交织缠绕的利
益链，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
问题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必须
将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转化为果，通过党内政治文
化建设的成效来带动和促成社会风
气的根本好转。

坚决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
渣泛起，是“持续巩固发展良好的政
治生态”的迫切需要。政治生态就是
各类政治主体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
界环境的总和，是政治制度、政治文
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
映，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从
政行为。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
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
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
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
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
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
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鲜明标志。“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

湖习气等封建腐朽道德文化，其典型
特征就是有组织而无纪律，有私利而
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其是严重
影响政治文化功能正常发挥的“癌细
胞”，是恶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
源”。坚决防止此类封建腐朽道德文
化沉渣泛起，必须把好选人用人的风
向标，贯彻好干部标准，始终把政治标
准放在第一位，严防“带病提拔”。必
须主动打好“政治疫苗”，加强对党员
干部的全面监督，让政治体检成为常
态。必须做到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用
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一步巩固
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坚决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
泛起，是加强政德建设的迫切需要。
政德是从政的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
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
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
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而“袍
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封建
腐朽道德文化，其病根在于大德不明，
公德不守，私德不严。为了目的而不
择手段，为了私利而不讲原则，为了小
团体而不顾大集体，要不争权夺利、沽
名钓誉，要不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坚
决防止此类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
起，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
持续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各级党员干
部要始终胸怀大德、永葆初心，树立坚
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修养，保持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要始终心有公德、情系百姓，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用自己
的辛苦指数换来人民的幸福指数。要
始终严守私德、克己奉公，以自重修品
德、以自省管小节、以自警慎言行、以自
励严操守，自觉净化个人的工作圈、生
活圈、社交圈，带头加强家风建设，带头
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委党
史研究室副主任）

坚决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
□吴侃 苟立伟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
气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封建腐朽道
德文化，若不予以抵制和肃清，势必
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
响。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干部队伍建设
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对倡
导和弘扬、植入和内化积极价值理
念，批判和抵制、涤荡和肃清封建腐
朽道德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各
类各级教育培训必须切实做到从严
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在干部教
育培训中自觉把抵制和反对“袍哥”文
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封建腐朽
道德文化与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
结合起来。

坚持从严治校，教育管理做到严
字当头。坚持从严治校，大力弘扬学
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是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一
是要把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专业训练作为干部教育培训
的重要任务，把抵制和反对“袍哥”文
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作为重大政治
责任。二是要把从严管理贯穿于干部
教育培训之中，严格执行学籍、学习、
考勤等各项规章制度，严肃查处违反
政治纪律的行为，确保干部教育熔炉
有足够的温度。要结合干部教育培训
的特点和实际，把党中央关于党内政
治生态建设的要求具体化为制度，在
坚决执行从严治校规章制度中彻底消
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
封建腐朽道德文化的存在空间。三是
要在教学培训活动中设计必要的环
节，促使受教育者角色尽快完成从

“领导干部”身份向“普通学员”身份
转变。

坚持从严治教，教学组织突出
激浊扬清。坚持把从严治教要求落
到实处，是清除“袍哥”文化、码头
文化、江湖习气的重要内容。一是
教学组织实施要体现政治性、时代

性、原则性、战斗性。要引导广大
干部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善于从政
治上认识和思考问题；紧跟时代步
伐，消除狭隘眼光、错误视角、落后
思维、庸俗格局；敢于坚持原则，按
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旗帜鲜明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成为扶正祛邪
的战斗员。二是突出教学内容设计
的激浊扬清。要加大政德教育、法
治教育的比重，增加批判和反对封
建腐朽道德文化的内容。要增加课
程中政德教育分量，引导干部学员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追求高尚
情操，远离低级趣味；强化对党忠诚
品质，远离结“干亲家”、拜“干爹”等
人身依附做法；树牢公仆意识，消除
做官当老爷思想。要增加课程中法
治教育分量，引导干部学员做尊法
守法的模范，拒绝行贿受贿、利益交
换等违纪违法行为，让干部学员明
确为官做人做事的尺度。通过政德
教育、法治教育引导干部学员认清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
破坏社会规则、维护小团体私利、
崇尚庸俗关系的行为特征，认清其
违反社会公德、背离法治精神的本
质，引导干部学员自觉抵制“袍哥”
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三是
发挥红色文化固本培元作用。要通

过现场教学、实岗锻炼、主题宣传
教育、红色故事展演等方式，让红
色文化切实触及干部学员灵魂，提
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从而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养成
浩然正气，消除小团体意识，拒绝跟
风站队，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
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从严治学，学习氛围力求风
清气正。清除“袍哥”文化、码头文
化、江湖习气，要严格落实《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等相关要求，促使学员与学员之
间形成风清气正的氛围。一是要落
实“党内一律称同志”的要求，规范学
员关系。要大力提倡在正式场合称
呼“同志”，禁用“老大”“老板”等称
呼，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
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要杜绝拉帮结
派、“找关系”“进圈子”互动交往，禁
止任何党员干部在教育培训期间以
召集人、联系人身份组织开展规定范
围以外的联谊、聚会活动。二是要教
育引导学员正风肃纪。要参照文明
建设“十抵制十提倡”，鼓励学员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个人行为整
改、矫正清单，引导干部将抵制和清除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三是要用组织生活
增强学员党性。干部教育培训期间，
要执行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坚决
消除学员组织生活不严肃、随意化
乃至庸俗化、平淡化的倾向，禁止利
用组织生活拉帮结派搞关系，禁止
利用组织生活为利益交换打基础，
禁止利用组织生活搞结群逐利，杜绝

“党味”不浓、政治性不强的问题，形
成人人遵守组织生活制度、人人执行
组织生活制度的良好氛围，使党的组
织生活在教育培训期间严起来、实起
来、规范起来。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党校教育培训要坚决抵制封建腐朽道德文化

通过政德教育、法治
教育引导干部学员认清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
江湖习气破坏社会规则、
维护小团体私利、崇尚庸
俗关系的行为特征，认清
其违反社会公德、背离法
治精神的本质，引导干部
学员自觉抵制“袍哥”文
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

要加强对党员干

部的政德教育，下狠功

夫整治党员干部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

良习气，使其正心修

身，砥砺广大党员干部

的先进性、示范性，激

发全党的凝聚力、创造

力和战斗力。

各级党组织要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
媒体中心等为载体，凝
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
化人、成风化俗，旗帜鲜
明地铲除码头文化存在
的思想土壤，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牢牢占
领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
阵地。

□文丰安

一个政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先
进政治文化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
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要求各地
结合自身政治生态的实际情况，深入
对照和查究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的突
出问题，精准发力，猛药去疴。“袍哥”
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禁而不绝，
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带坏了党风政
风。在新形势下发展积极健康的政
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需要着
力解决“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
习气问题。

“袍哥”文化属于旧社会帮派文
化的遗留产物，其主要表现是讲究江
湖义气、惯于称兄道弟，以无原则的
义气至上为主要特征。这种不良文
化的观念对政治生态具有极大的腐
蚀性。“袍哥”文化的实质是实用主义
导向下的自私文化，具有强烈的反社
会性、谋私的团伙性、黑暗的宗法性
和野蛮的破坏性。这不仅与党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相悖，也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和人事
纪律。如官场中存在的一些“拜干
爹”“结干亲”等现象，正是深受“袍
哥”文化贻害的表现。“袍哥”文化是
腐朽的文化，是堕落的文化，与党的
性质、宗旨和纪律背道而驰，与法治
和德治的要求水火不容，必须严格遏
制，彻底清除。

码头文化同样属于封建旧社会
江湖文化的一种，具有突出的宗派主
义和地域主义色彩。码头文化的信
奉者往往打着“义”字的幌子，其实谋
求的是一个“利”字，在本质上是结党
营私。在码头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领
导干部在党内培植属于自己的私人
势力，选人用人以是否能对自己完全
尽忠为标准，在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

职权范围内，打造属于自己个人的领
域，将党纪国法抛之脑后，严重破坏
了政治生态，腐蚀了党员干部的理想
信念。无论是“袍哥”文化，还是码头
文化，追根究底，实质上都是一种圈
子文化，奉行小圈子主义，认袍哥、拜
码头，只不过是建立或加入小圈子的
一种方式。官场上的小圈子是公权
和私人利益的结合体，具有依附性、
投机性和帮派性等突出特征，这种圈
子的建立主要源于不正当的人身依
附和利益输送。圈子文化之所以危
害极大，还在于其奉行者往往想方设
法编织关系网，从而由于利益捆绑而
形成了腐败的“共荣圈”，为“塌方式
腐败”埋下了祸根，圈子内的人互相
吹捧、攀附谋利，对圈子外的人则排
斥打击、打压刁难，使党心、人心涣
散，制约国家事业发展。而且，“袍
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封建
腐朽道德文化，严重污染了政治生
态，违反了党性原则、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带坏
了党风政风，不可避免地会给社会民
众带来消极影响，进而侵蚀良好的民
风和社风。

着力解决“袍哥”文化、码头文
化、江湖习气问题，任重而道远，须
臾不可松懈。首先，要在党员干部

中加强党性教育，牢牢把握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条主线，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要使党员干部始终把坚定的理
想信念、忠诚的为民意识、先进的模
范引领作为精神支撑，用积极健康的
政治文化来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
不良文化的侵蚀，用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来引领和塑造积极正向的党风
政风、民风社风。其次，要强化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正确的选人用
人导向，突出政治标准在人才选拔中
的重要性。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党
规国法的培训教育，扎牢管党治党的

“制度笼子”，使其树立自觉的规则意
识，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时刻把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坚守党规国
法的底线和红线，最大限度地杜绝不
良文化的滋生空间。再者，要以典型
案件为抓手。一方面要严惩不贷、以
儆效尤，另一方面要做好警示教育，
使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充分意识到
不良文化作为政治毒瘤对党和国家
事业、人民利益所具有的显著危害
性，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夯实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会基础。最
后，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政德教育，
下狠功夫整治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
和生活中的不良习气，使其正心修
身，砥砺广大党员干部的先进性、示
范性，激发全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
战斗力。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要率先严格自我管理和自
我要求，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定力、
纪律定力、道德定力和抵腐定力，自
觉净化自己的工作圈、朋友圈、同学圈
等关系圈，坚决不搞各种“圈子”，自觉
远离各种“圈子”，谨防“圈子”成“圈
套”，彻底消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
江湖习气等不良文化的生存空间。

（作者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

着力解决“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