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党纪学习教育自四月开
始在全党深入开展。这是读书学
习、深化党纪教育的时节。

纪律是党的生命，是管党治党
的“戒尺”，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
为的标准和遵循。党与纪律须臾不
可分离。马克思说：“必须绝对保持
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加强纪律建设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国家民族兴衰，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治本之策。解决大党独有难
题,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加强纪律建设，我们党一贯旗
帜鲜明。党的一大纲领奠定了“纪
律立党”基石。党的二十大强调“全
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毛泽东指
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习近
平强调，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

十年磨一剑，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纪律建设破局开新篇，浴火淬
炼，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一篙松劲退千寻。反腐败斗争
永远吹冲锋号，纪律建设一刻不能
停。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规制定、
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
彻严的要求”。2023 年 12 月，中共
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简称《条例》），进一
步严明党的纪律。在二十届中央纪
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
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
纪律教育”……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
知，今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
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
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令出如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当闻令而动，严字当头，不折不
扣深化党纪学习教育，赋能党的纪
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把住重点，学深学透
学以益才，厉以致刃。勤学不

辍,增长才干。正所谓“人才有高
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

识”。党纪学习教育，学习为先。
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找准着力

点十分重要。为此，务须抓好“两
把”：把住学习对象，把握学习内容。

一方面，把住学习对象。一要
把住关键少数。律己不严，昔日的

“关键少数”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
之流贪腐倒下，令人扼腕。“一把手”
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是纪律
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
发挥“头雁”效应，严格自律，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带头学纪，遵纪守法，
履职尽责。

二要注重党员领导干部。有的
年轻干部“前脚踏上仕途，后脚走入
歧途”，“成长起步期”变成“贪腐危
险期”。纪法意识淡漠，杭州市拱墅
区“最年轻区管干部”陈潇违规向管
理服务对象“借款”，却认为“最多
只是违纪而已”。因此，要聚焦新提
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
开展纪律培训，引导他们扣好“第一
粒扣子”，做党纪党规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三要坚持全员学习教育。除了
党员自学，基层党支部要采取“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深入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一贯到底强化纪法
意识，确保党员全覆盖。

另一方面，把握学习内容。新
修订的《条例》与时俱进严明政治
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释
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细微之处有深意，《条例》是学习贯
彻的重点。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是知也。”我们开展党纪学习教
育要秉持这个态度和智慧，直面对
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
的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导下，抓好
学纪、知纪、明纪。

要细学。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
学习相结合、线上学与线下学相结
合，原原本本学、逐章逐条学、联系
实际学，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
么，搞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大水漫灌”，让广大党员对纪律条
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要深学。加强解读和培训，举
办读书班，举办报告会，推出“秒懂
纪法”“纪法微课”等专栏，紧扣党
的六大纪律，让广大党员弄明为什
么修订、改了哪些地方、修订背后
的深意。

要精学。抓好以案促学、以训
助学，开展“按需点题”“送课上门”
宣讲活动，做到“精准滴灌”。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握《条例》主旨
要义和规定要求，做到入脑入心，日
常言行衡量标尺成竹在胸，“戒尺”
高悬。

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敞开心扉,拥抱阳光，心洒温

暖。党纪的光辉照亮前行的日子，
方能从容不迫、行稳致远。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学
习党纪，最终目的是守纪。因此，要
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使铁
的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日常
习惯和自觉遵循。

“大浪淘沙,警钟长鸣,不忘宗
旨,永存本色。”三省吾身，严以自
律，郑培民成为感动中国的勤廉
楷模。

习近平指出：“党章要放在床
头，经常对照检查，看看自己做到了
没有？看看自己有没有违背初心的
行为？房间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
常擦拭。”

党的纪律建设不是一次集中性
学习教育即可一蹴而就。纪律教育
不在一朝一夕，必须在全党普遍开
展的基础上实现常态化，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力
戒形式主义，切实防止“两张皮”。
在全党党纪学习教育以及一些地方
搞的“纪律教育周、教育月”主题活
动之余，各级党组织仍要常动“婆婆
嘴”、多念“廉洁经”，不要工作一忙、
风口一过，纪律教育随之松懈，甚至
丢到了爪哇国。

常敲警示钟，绷紧纪律弦。要
结合实际，深度挖掘案例资源，用
好“活教材”，充分运用“身边人身
边事”，因人施策、分层分类开展警
示教育，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
线、知敬畏。认真组织案发单位召

开宣布处分决定会、班子专题民主
生活会、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运
用违纪违法干部警示录、忏悔录、
警示教育片、警示教育基地以及谈
话诫勉等方式，探索沉浸式教育、
互动式教育、帮带式教育，创新情
景剧、模拟法庭、微电影……以案
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
责，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查漏
补缺、建章立制，戒尺高悬，促使党
员干部以案为鉴，时刻绷紧纪律这
根弦。

党纪大学习，学有所得、学有所
悟、学有所用、学成习惯，思想大洗
礼。学习赋能,行以致远；教育赋
能，纪律铸魂。

党员干部心中有“戒尺”，遵规
守纪始终刻印在心，增强党性、严守
纪律、砥砺作风融入日常、化为习
惯，人人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全党方
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严字打头，培塑自觉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解放军

进驻后军纪严明，宁愿睡马路，决不
入民宅。“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居闹
市一尘不染。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
不动，谷文昌清白持家为民奉献
……岁月经年，九州大地，纪律自
觉，处处流芳。

我们党强调培养“自觉的纪
律”。“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
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
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
拿。”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纪律就
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
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习近
平指出，“要养成纪律自觉，把他律
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让干部重
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
纪的高度自觉”。

心有所戒，方能行有所止。我
们党从来不搞不教而诛。十八大以
来，党规党纪日益完善，制度的笼子
越扎越紧。“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
后。”认同法治、尊崇纪律、知纪明
纪、党性修养强、思想堤坝坚，严守
纪律成为行动自觉，纪律建设的治
本功效彰显无遗。今天，纪律教育
启新程,立心铸魂谱新篇。

心定有恒，志坚不惑。我们要
坚持不懈将党纪宣传教育推进到
底。一方面与时俱进广而告之。坚
持开展党纪学习宣传、党纪知识测
试、集体廉政谈话、家风座谈会等活
动，让党员干部知晓纪律、了解纪
律、掌握纪律，把握“严”的标准，心
中有“戒尺”，依律而行依规办事。
另一方面，锤炼党性修养。通过主
题培训、警示教育、诫勉谈话、三会
一课等，教育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增强“四个定
力”，主动践行遵规守纪，自觉将纪
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他律
转化为自律，把约束转换为自觉，培
塑“自觉的纪律”。

走 进 新 时 代 ，引 领 自 律 风 。
1200 多年前，诗圣杜甫曾悲叹“翻
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怀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镜鉴千秋，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当
有如斯自觉，守纪律讲规矩严作风，
与人交往守好底线，谨言慎行，唾弃
远离轻佻浮薄，言必有防，行必有
检，激荡清风正气，润化人心，凝聚
民心。

严明纪律，铁纪生威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习近平

强调，让铁纪“长牙”、发威。
铁的纪律，要有铁的执行。近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
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持续营造严
的氛围。

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权威
性也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关键
在治、要害在严。纪律严明是党的
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纪律严明，
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让铁纪“长牙”、发威，产生“火
炉效应”，纪检监察机关、纪检监察
干部重任在肩。纪检监察机关是党
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是党
的“纪律部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树起标
杆，做好表率。

强化担当，示范引领。纪检监
察机关、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学习《条
例》作为必修课、常修课，做到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带头学习、贯彻、遵
守。要融会贯通、联系实际认真钻
研，学好每一条纪律，既知其言又知
其义，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做到
全面熟知掌握、准确规范使用，练好
练强“看家本领”。通过党纪学习教
育，学出更加坚定的政治忠诚，学出
更加高强的履职本领，学出更加自
觉的纪律意识，学出更加强烈的责
任担当。

严以监督，维护党纪。用好《条
例》这个执行和维护纪律的基本标
尺，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一把尺子量
到底，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
究，准确规范。心怀国之大者，把政
治监督摆在首位，进一步严明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促进全党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
之”问题，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
黑”。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
管长严，聚焦突出问题，把严的标准
树立起来、把严的纪律执行起来，全
方位管住关键少数，推动广大党员、
干部强化遵守纪律的自觉。严管和
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精准把
握监督执纪策略，运用“四种形态”，
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
当，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防止

“洗碗效应”。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早提醒、

早督促、早纠正，督促党员干部凡事
严格按党章党纪办，不踩雷，不越
线，坚决防止“破窗效应”。对违反
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
起，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始终成为

“带电的高压线”。监督执纪当如啄
木鸟“捉虫”，发现虫子马上啄出来，
及时救治“病树”，呵护“森林”健
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执纪反
腐抓早抓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力促党员干部扣紧“风纪扣”、系好

“安全带”，减存量，遏增量，“病树”
必将减少。

党纪学习教育花开烂漫，党的
纪律建设硕果累累。心怀戒尺，不
忘初心，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全党
全民同心，共筑中国梦。

（作者单位：中共茂南区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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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
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阅读是打
开宝库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
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阅
读方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
样。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
生，也是读书的一生。毛主席终
身酷爱读书，毛主席身边从来没
有离开过书，他是一个真正的博
览群书的人。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
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
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梁家河
村的窑洞到清华大学的课堂，从
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以“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
知若渴”的精神，抓住一切机会
读书研学。

从领袖身上，我深刻领悟到
终身学习、终身阅读的重要性。

从自己的阅读经历，我也深
深感悟“最是书香能致远”道
理。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喜欢阅
读，兄长读过的书及乡邻间的图
书，特别是图文并茂的小图书，
我常常一边看牛，一边阅读，津
津有味。读中学后，我一有空闲
时间就到图书馆，虽然是学校图
书馆，但小说、散文、作文选，
历史传奇故事，音乐、体育、美
术……各种报刊、杂志等等，像
鱼儿来到了水里，每天课余时
间，到学校图书馆阅读，是我的

“必修课”。由于坚持阅读，开阔
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各科成绩
都名列前茅，特别是写作水平提
高很快，记得是 1981 年读初中
二年级那年，学校举办现场限时
写作比赛，由初二、初三、高一
级一个组，高二、高三级一个
组。结果，我以“中国女排夺冠
的启示”为题的比赛作品，获得

二等奖，得到学校奖励的二本书
和一个荣誉证，超过许多初三、
高一的学长，不少老师、同学在
惊讶的同时，问我有什么经验体
会，我腼腆地说，没有什么经验
体会，只是到学校图书馆阅读的
时间多，有时多点思考罢了。初
中毕业后，就读中等师范学校，
每天到图书馆时间更多，在这知
识的海洋里，我阅读到了古典四
大名著——《红楼梦》、《西游
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巴金的 《家》，雨果的 《巴黎圣
母院》……养成了我良好的阅读
习惯。

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
船。读书是一门人生的艺术，因
为读书，我的人生才更精彩! 参
加工作后，无论是教书到后来做
公务员，总是繁忙，但是，每天
我都会挤钻空余时间，到图书馆
阅读报刊。我还用身份证办了一
个借书证，每个月借几本喜欢的
书，如小小说选刊、散文、历史
故事、伟人故事、法律知识、医
学知识、心理知识、党建知识
……等等，任我选择。每月借读
几本，几年下来，借读了百数本
各类书籍，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拓宽了知识，增强了能力，工作
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先后获得省
及 市 县 各 类 先 进 工 作 者 30 多
项。与此同时，阅读思考之余，
结合生活感受，写了一些散文、
小小说、诗歌等等，在国家、
省、市、县各级刊物发表或获
奖，也算是一种收获和回报吧！
而更重要更大的收获即是养成了
终身阅读的习惯。

英国哲学家培根：读史使人
明智，读诗使人聪慧……

从阅读学习的经历，我深深
感悟到：阅读是人类最美好的技
能之一，让我们都用阅读丰富生
命体验。

（作者单位：化州市法学会）

最是书香
能致远

黄景隆

冼夫人在大皋口用计智破高
州刺史李迁仕之后，李迁仕败走
宁都，冼夫人追击致赣石，与陈霸
先胜利会师。这次会师，是冼夫
人与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初次
交往，也是他们在战斗中结下深
厚友谊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
动，这对陈霸先平定动乱建立陈
朝，对冯冼家族之后的百年兴旺
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史载，李迁仕占据大皋口之
后，派遣主将杜平虏率领一千多
人入赣石，并在鱼梁建城，目的是
阻止陈霸先的部队北上平定侯景
之乱。对此，陈霸先命令大将周
文育前去应战，这在《陈书》“本
纪·卷一”中有记载，“武帝命文育
击之，平虏弃城走，文育据其城。”
虽然仗打得激烈，但在作为纪录
帝皇事迹的“本纪”中也就那么一
两句话简单交代。这里要补充介
绍有关“鱼梁”的情况，以便大家
对杜平虏在赣石与周文育的这次
战斗多一些认识。顾祖禹《读史
方舆纪要》中对鱼梁城有记述，鱼
梁城在江西万安县南十里，“梁大
宝元年，陈霸先起义兵讨侯景，军
南康。高州刺史李迁仕作乱，据
大皋渡，遣将杜平虏入赣石，城鱼
梁，以逼南康。霸先遣周文育击
走之，据其城。今俗呼为城头。

《志》云：城近龙溪，临惶恐滩。”在
《南史·周文育传》中记载得比较
详细一些，周文育在赣石打败杜
平虏，李迁仕在大皋口被冼夫人
智破之后，他重整部队前来攻打
周文育，史载“文育与战，迁仕稍
却，相持未解。会武帝遣杜僧明
来援，破迁仕水军，迁仕众溃，不
敢过大皋，直走新淦。”李迁仕从
新淦败走之后再退到宁都。《隋
书·谯国夫人》中载，“夫人总兵与
长城侯陈霸先会于赣石”，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冼夫人与
陈霸先会师之后，回到大皋口的
营寨，对冯宝说了一番非常有见
识的话。史载冼夫人“还，谓宝曰

‘陈都督大可畏，极得众心。我观
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这是冼夫人慧眼识英雄的体现，
对当时仅是交州刺史、长城侯的
陈霸先刮目相看，认为陈霸先“极
得众心”，一定能够平定叛乱，创
造一番事业。冼夫人真是目光远
大，非常人能及。更重要的是，在
陈霸先创业之初，正需要他人帮
助的时候，就深入结交，冼夫人跟
冯宝说“君宜厚资之”，拨送粮食
军械等物资，帮助陈霸先去平乱
立功。这样，冼夫人便跟陈霸先
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为后来冯冼
家族在岭南的近百年兴盛，打下
了扎实的根基。

果然不出冼夫人所料，仅过
了两年多，陈霸先便和湘东王萧
绎的大将王僧辨一起在梁承圣元
年（552）打败侯景，平定了“侯景
之乱”。他推举萧绎为梁朝皇帝，
之后南梁还换了二任皇帝，这期
间又经过一番变故，王僧辨被陈
霸先击败，这样一来陈霸先便总
揽 朝 政 ，成 为 朝 廷 最 有 权 势 之
人。从平定侯景之乱，仅过了五
年，557 年陈霸先便废了梁主，自
立为帝，建立了陈朝，便为陈武
帝，也称高祖。冼夫人因为与陈
霸先早期在战斗中建立深厚友
谊，更重要的是曾在物资上给予
资助，陈霸先及其后的几位皇帝
对冼夫人及冯冼家族都恩宠有
加。如陈武帝在永定二年（558）
任命年仅九岁的冯宝、冼夫人的
儿子冯仆为阳春郡太守，一个九
岁的少年就被任命郡太守，这是
陈霸先对冼夫人极大的信任；又
如在陈宣帝时，冼夫人平定欧阳
纥有功，“诏使持节册夫人为高凉
郡太夫人，赉绣幰油络驷马安车
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
一如刺史之仪。”（见《北史·谯国
夫人冼氏》），这是极高的荣耀。
冼夫人在陈代，已极有威望，后在
陈朝灭亡时，冼夫人被数郡奉为

“岭南圣母”，保境安民。这既是

冼夫人忠贞报国、爱护人民的体
现，也是与陈霸先有这么深的渊
源的丰厚回报。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李迁仕的
最后结局，因为很多资料在讲到
冼夫人智破李迁仕之后，只提到

“李迁仕遂走保宁都”，便没有了
下文，其实，还有一段故事。

据《陈书》“本纪·卷一”载，李
迁仕逃到宁都之后，“时宁都人刘
蔼等资高州刺史李迁仕舟舰兵
仗，将袭南康，帝遣杜僧明等率二
万人据白口，筑城以御之，迁仕亦
立城以相对。”这次两军对垒，时
间比较长，据《南史》“卷六十六·
杜僧明传”和同卷“周文育传”记
载，“相持连战百余日，卒擒迁仕，
送于武帝”，“文育频出战，遂擒迁
仕”。这时已是梁大宝二年三月
的事了。李迁仕被擒，送到南康
之后，“高祖斩之”。这位曾一度
进京勤王护驾，并且参加过激烈
战斗的高州刺史李迁仕，这位后
来投靠侯景，据守在江西大皋口
抗拒陈霸先北伐的李迁仕，这位
被冼夫人用计智破大败之后，最
后仍作垂死挣扎的李迁仕，与陈
霸先在江西泰和县的白口城对
垒，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兵败
被俘，最后被陈霸先在江西南康
斩首，落得了叛乱者应有的下场。

陈霸先擒杀李迁仕之后，于
大宝二年六月，自江西出发至建
康城平定侯景之乱。《陈书》“本
纪·卷一”载，“六月，高祖发自南
康。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滩
多巨石，行旅以为难。高祖之发
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
没。”这段话写陈霸先从赣石出发
平乱，似乎天也帮助他，突然间发
大洪水，把平时难以行船的赣石
全部没入水中，让他的部队顺利
地出江西鄱阳湖，之后沿长江东
下，便一路高歌，进军建康，终于
平定四年之久的“侯景之乱”。同
时，陈霸先也成为历史上从岭南
起兵，最终夺取帝位，建立一代皇

朝的第一人。
之前谈论高州时，曾说过有

古高州与今高州之分，古高州又
有前高州和后高州之别。在岭南
的高州之外，还有一个在江西的
高州。前些年，高州一位姓陈的
朋友跟我说，他到江西抚州做生
意，那里的地方志记载有冯宝、冼
夫人的内容。开始我还不怎么相
信，后来查阅《陈书·黄法氍传》
载：“太平元年（556），割江州四郡
置高州，以法氍为使持节，散骑常
侍，都督高州诸军事，信武将军，
高州刺史，镇于巴山。”再搜索江
西抚州的历史沿革，有“梁太平
二 年（557），临 川 、巴 山 郡 属 高
州”，这说明，在今江西抚州曾设
置过高州。设置的时间并不长，
在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即“罢
高州隶入江州”（见《陈书》“本
纪·卷三”），在今江西抚州的“高
州”仅存在 7 年。之所以补充这
一 段 有 关 高 州 的 历 史 ，是 想 说
明，在古代设置州郡比较复杂，
至于为什么在江西设置“高州”，
是否与冼夫人在江西的大皋口
智破高州刺史李迁仕相关，或者
因为陈霸先在江西南康附近擒杀
了高州刺史李迁仕，为了纪念这
件有意义的事，而在江西设置一
个高州呢？这些都只能推测。至
于今江西抚州有相关冯宝、冼夫
人的记载，也有一位收藏家曾跟
我说过，在今抚州曾有冼夫人庙，
他在那里曾收集到不少有关冼夫
人的文物。这些，或者可以组织
力量去江西考察探究。总之，因
为在江西有冼夫人智破高州刺史
李迁仕这个著名的战例，现在组
织力量去江西相关事发地点探寻
冼夫人的相关古迹，也是有兴趣
的冼夫人研究者应该做的事。（本
系列释疑文章完）

（作者系茂名市政协文史专
员、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基地
研究员、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
库专家。）

冼夫人智破高州刺史李迁仕释疑之九

赣石会师的影响及李迁仕最后的结局
何火权

冼夫人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