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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扶贫领域违规违纪问题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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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强化作风建设,完善和落实抓党建促脱贫的体制机制,发挥基

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作用,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把基层减负各项决策落到实处。” 

[关键词] 扶贫政策；法纪意识；制度机制；对策 

 

近年来,随着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扶贫资金

量大面广、对象分散,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不断凸显,群众往往

反映最强烈,因此必须引起高度警惕。中央的扶贫政策要落

到实处,最终要靠基层的党员干部。这些基层党员干部职级

虽然不高,却对扶贫项目和资金的落地起着关键作用。 

1 扶贫领域违规违纪问题的情况及特点 

1.1 从违规违纪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年来因脱贫攻坚力度不断加大,中央、市委的政策措

施更加密集、资金投入量更大,脱贫攻坚资金项目投入量大

幅增长,在好政策不断惠及基层群众的同时,一些党员干部

也出现动歪脑筋、想办法打起了扶贫资金项目的主意,违规

违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1.2 从违规违纪手段看,呈多样化趋势 

从查处的扶贫领域违规违纪案例看,违规违纪手段繁

多、五花八门,违规违纪行为呈现出多样化。 

1.3 从违规违纪主体看,农村干部较为集中 

农村干部政策水平、法纪观念、程序意识不强,又直接

参与和负责扶贫资金分配、项目实施等“最后一公里”落实

工作,易触发纪法红线。加之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与群众直接

打交道,违规违纪问题不易被发现和举报,成为主要违规违

纪群体。从立案查处的党员干部看,农村干部的违规违纪占

比相对偏高。 

2 扶贫领域违规违纪问题成因分析 

2.1 法纪意识淡薄,思想认识偏差 

一是法纪意识淡薄,对法律没有敬畏之心,分不清“红线”,

看不清“底线”,认为只要不犯法,轻微违纪是“小节”小事,

即使被处分了对自己也影响不大；二是思想认识偏差,认为收

入与贡献不相符,吃点喝点玩点不算什么,只要不进个人腰包,

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便被发现了也是法不责众。 

2.2 监督管理乏力,监管上宽松软 

一是内部监督乏力。由于基层普遍存在村务、账务公开

流于形式,公开不细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村民对扶贫政策

把握不足,不知情、不了解、不明白现象较为突出,造成缺少

村民监督或村民难以监督,监督存在空白地带。二是外部监

督不力。有的基层党组织主体责任的担当意识不强,对扶贫

领域暴露出的违规违纪问题捂着掖着压着,担心影响地方形

象和干部队伍稳定；有的党政主要负责人自身不过硬,作风

漂浮,缺乏支持监督执纪问责的底气；有的分管领导落实“一

岗双责”有差距,只抓业务不抓党风,奉行好人主义,存在老

好人思想,对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行为见怪不怪,睁只眼闭

只眼；有的基层纪检干部业务不精、不会监督,放不下情面、

不愿监督,顶不住压力、不敢监督；行业主管部门由于点多

面广动态监管难度大,对扶贫项目的情况一般了解不深,抽查

和审核存在走过场问题,对违规违纪的真实情况很难发现。 

2.3 制度机制不完善,权力上过于集中 

一是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有的村社财务资金管理混乱,

没有严格执行“村财民理乡代管”制度,收支由村社书记、

主任随意操作。农村基层干部自由裁量权过大,有的村社扶

贫项目资金多,有的手握“三资”管理、村级项目实施、村

级资金分配等极具“含金量”的权力,给权力寻租带来了较

大空间；会计人员缺乏法纪观念,业务水平低,账务处理随意

性大。有的村里村务监督职能机构对账目审查力度不到位,

即使发现问题也不及时纠正,导致个别村干部胆大妄为。二

是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监管落实不到位。有的行业主管部门审

批监管流于形式,为把上级拨付资金“消化”,在项目资金申

报、审批、拨付、验收等多个环节搞“绿色通道”,对项目

的监管不到位,只重视结果,忽视过程监督,监管措施缺失。 

2.4 违规违纪隐蔽性强,严厉问责不够 

一是扶贫领域的违规违纪问题在帮扶、做好事的光环下

较难发现,若不是被上级巡察、审计发现,或被群众举报被查

处,较难深挖出来。而且潜伏期有长有短,有一发现有动静立

即收手的,有缓慢进行的,有蠢蠢欲动先旁观的等等,相对来

说隐蔽性较强；二是基层圈子小、熟人多、往往拉不开情面,

使违规违纪人员不能及时得到彻查彻究；个别基层党组织履

行主体责任不力,受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对个别违规违纪

行为处理偏轻、偏软、震慑不够。三是基层党员干部的违规

违纪行为查处上存在诸多困难,违规违纪行为情节较轻,很

容易出现“法办够不上,党纪不适用”的情况,使一些违规违

纪人员不能及时被追究责任,惩罚不严致使存在侥幸心理。 

3 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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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加强廉政教育,增强纪法意识 

廉政教育是预防腐败产生的基础性工程,要把纪律挺在

前面,让守纪律、讲规矩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要坚持

党规党纪教育在前,通过专题教育、上党课、举办讲座、现

身说法、以案说纪等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广泛深入

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让理想信念、宗旨意识、群众观念、

党纪法规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乡镇、村居要经

常性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以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把

纪律这条底线彻底变成高压线,发挥震慑警示作用,营造“不

敢腐”的态势。从讲政治的高度,运用各种有效方式,引导他

们不断增强脱贫攻坚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树立群众工作意识,

把困难群众装在心里,把困难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好。教育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

服务于民的观念,树立遵纪守法的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 

3.2 开展精准监督,严格对症下药 

加大党务政务公开力度,推进阳光扶贫,让扶贫攻坚各

项流程和各种政策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充

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促

进扶贫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通过发

挥主管部门的内部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的定向监督,行业主

管部门的动态监督,社会群众的广泛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

监督,尽可能减少或遏制扶贫领域腐败问题的发生；强化扶

贫督导,采取日常督促检查、重点环节抽查、平时检查考核

等方式,提高问题的发现能力,完善人财物的监管措施。加大

问题整治力度,对问题反映比较集中、问题线索较多但查处

不力或专项治理不深入、效果较差的,实行“蹲点式”“解剖

麻雀式”督查调研,推动乡镇党委、纪委履职尽责,确保脱贫

攻坚有序推进。 

3.3 建立健全制度,确保标本兼治 

要发挥制度作为预防腐败问题的治本作用,针对扶贫领

域违规违纪容易发生问题的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

立足源头,因地制宜,建章立制,扎紧制度机制的笼子,从源

头上预防腐败问题。建立健全政务村务公开公示和民主决策

制度,凡是涉及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等信息一律公开、集

体决策,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建立扶贫项目资金

议事规则,全面实施“村财民理乡代管”制度,确保扶贫资金

管理规范、使用高效；加大对扶贫项目和资金监管,督促乡

镇(街道)和扶贫行业主管部门、职能部门建立健全公开制度,

及时将政策、项目、资金等信息公开；坚持源头防范,针对

巡察发现、监督检查、执纪审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向

行业主管部门、乡镇(街道)发出监察建议,督促完善负面清

单制度,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整治；建立作风问题督查通报曝

光制度,狠刹扶贫干部队伍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歪风。 

3.4 强化执纪问责,形成强大震慑 

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形态”,

对扶贫领域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

教育、早纠正,通过教育批评、工作约谈、诫勉谈话等方式

让党员干部“红脸出汗”,及时“刹车”。对扶贫领域的“关

键少数”案件要做到“零容忍”、“零留存”,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从重

从严从快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建立完善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移送查处机制,加强对扶贫领域涉嫌违规违纪问题线索的跟

踪处理,对重点问题和典型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制、领导包案

制,限时办结；加强对扶贫领域涉嫌犯罪问题优先立案调查,

对扶贫领域党员干部涉黑涉恶、充当“保护伞”等问题坚决

打击；加大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查处力度,做到对

线索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扶贫对象不满意不

放过。要发挥案件警示震慑作用,对查处的案件进行点名道

姓公开曝光,让群众知晓,干部知羞,在全社会形成强大的

“不敢腐”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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