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纪检监察与行风建设融合发展

陈良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专列一章作

出重大制度安排。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要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到坚持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大局中来思考、谋划、推进，通过创新监督促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提质增效。近年来，江苏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社厅纪检监察组，始终秉持“监督的再监督”这一工作定位，

在监督人社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大力推进系统行风建设，不断推进纪检监察与行风建设深入融

合发展。

在行风建设行动计划中重抓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压紧。牵牢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在履职监督工

作中，我们先后与党组书记沟通会商 40余次，监督厅党组落实“管行业必须管行风”要求，在打造群众满

意的人社服务中检验工作成效。坚持清单明责，监督制定行风建设工作清单和监督任务清单，明确序时进

度及责任边界。注重日常履责，走访调研全省 13个设区市及厅各处室单位，与班子成员及支部书记谈心谈

话 40人次，时刻提醒行风建设责任。突出督查问责，将行风建设推进情况列为专项监督和政治巡察重点内

容，结合督查情况约谈 15人，提醒谈话 2人，问责 1人，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工作监督同步。充分发挥派驻监督的“探头”和“哨兵”作用，将监督关口与行风建设工作同步前移，

将嵌入监督与人社工作同步提升，变“旁站式”监督为“参与式”监督。按照人社部行风建设组织领导架

构，在全国率先建立健全“一办三组”工作机构，派驻纪检监察组对行风建设开展全程“嵌入式”监督，

实现行风建设工作与纪检监察工作合心合力。对标人社部行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 8 大类 35 项任务部署，

按月调度工作进展，按季听取情况汇报，按年组织检查评估，将行风建设与巡视整改、脱贫攻坚等有机结

合，先后向党组发出书面监督意见 10份，向党组管理的部门发出监察建议 2份，确保行风建设工作与纪检

监察工作共振合拍，切实做到同部署、同监督、同推进。

风险防控先行。面对长期、复杂、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加强对权力运行和风险防控监督须臾不可松懈。

只有构建起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让权力透明运行，才能保证事业发展的稳中

有进。机构改革后，顺势督促全厅上下重新梳理排查各项业务风险点，经过 3 轮筛查和集中审核，确定风

险点 121 个，制定防控措施 372 条，特别注重对风险点实行岗位式监督、任务式防控、检查式强化。会同

主管部门先后对全省社保基金管理、信息化建设、人事考试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情况开展专项检查。监督

建议厅党组启动建设全省统一的、集成各业务板块的一体化信息平台，采用科技手段将各项行政权力真正

关进信息系统笼子，推动政策透明，办事流程公开，办结时限明确，从源头上预防业务风险和廉政风险。

目前，江苏全省人社系统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已完成流程梳理、校验和认证工作，计划今年实现全省统一

运行。

在打造群众满意服务中重抓执纪监督

围绕人社服务树新风，当好履职“监督员”。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纪检监

察干部是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答卷人”，也是督促党员干部书写好时代答卷的“监督员”。围绕“练



兵比武强技能，人社服务树新风”这一主题，把“聚焦练，更好服务群众；敢于比，擦亮行风名片”作为

深入推进行风建设的重要抓手，推动建立厅局长联系挂钩市县制度，采取“全业务、一张卷，全员会、一

起赛”的方式，监督全省五级人社部门 4 万多名干部职工开展练兵比武，培育练就“人社服务通”的过硬

本领，掀起以比促练、以练促用的热潮。在国家人社部组织的省际邀请赛和全国赛中，分别获得一、二等

奖，全国 5 名“人社知识通”称号选手江苏占 3 席。从提效能入手，加强人社政策理论研究，督促服务窗

口高效履职，深化“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创新“不见面审批”服务模式，推进线上线下服务并轨，90%

服务事项实现“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围绕干事创业敢担当，把好权力“方向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

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工作做得怎么样“，群众满不满意”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我

们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紧扣行风建设“任务图”，拓宽“五大专责监督”，嵌入式开展“六大专项治理”。

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力维护良好政治生态。特别是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加强人社权力事项

的全方位监督：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实现 105 项人社审批服务事项省市县“三级六同”；联动开展

“清、减、压”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大力推进“减证便民”，取消各类证明材料 97项；全面

贯彻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精准扶贫工作要求，推动出台助力乡村振兴 17条实施意见；推进基层平台建设标

准和服务规范，全省标准化街道、村居平台建成率分别达 100%和 95%。

围绕清正廉洁作表率，系好纪律“安全带”。清正廉洁，是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之中的不变本色，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做好纪检监察和行风建设工作，同样需要系好纪律“安全带”，

带头做到清正廉洁。在监督工作中，我们紧盯就业创业、基金运行、劳动关系和人事考试等四大风险点，

做实监测预警，确保平稳运行。组织观看警示片《叩问初心》，跟进学习《纪律处分条例》和《问责条例》，

健全完善审计监督制度，牢牢守住资金安全“底线”。对人事考试命题及阅卷、事业单位招聘、人才项目

评审、重要项目招投标等进行全程监督，有力保障干部依法依规安全履职。同步做好春节、中秋等重要时

间节点监督管理以及干部选拔任前廉政谈话等工作，时刻绷紧系统上下廉洁之弦。

在巩固建章立制成效中重抓问题整改

调研暗访成制度。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关键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创新突破。我们坚持蹲点服务，

加强对全省人社窗口服务的监督力度，常态用好监督执纪问责利器。省厅层面每年至少组织两次暗访，覆

盖全省五级人社服务窗口，召开全省会议如实通报情况，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300 多个。主动走出机关、

走进群众开展调研，遍及全省 13 个设区市、42 个县（市、区），形成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7个和专项课题

调研报告 33个，多篇工作研究文章被中央或省部级媒体刊发。督促开展党组第五轮和第六轮政治巡察，将

行风建设列入巡察重点，对 12个党支部反馈问题 89条，确保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有力有序。

落实整改明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整改要动真碰硬、攻坚克难，上下协力、加强联动，持续

用劲、步步为营，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全力做好整改落实“后半篇”文章，确保人社领域各个环节、

各项工作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巡视、国务院大督查、改革专项督查、重大政

策跟踪审计以及主题教育等发现问题清单，研究制定“1+7”共 8 个整改方案、32 个问题清单、86 条整改

措施，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具体人。每月 5 日定期召开整改过堂会，逐一听取整改进度，对进展不力的

督促提醒、追究问责。

机制推进求长效。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

机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我们注重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不断巩固执行各项

制度。建立派驻纪检监察组与机关党委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先后召开 6 次会议共商行风建设、巡视巡察、



党风廉政等具体工作。推动出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风险防控四项机制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资

金管理。督促制定公务接待开支具体标准，落实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实施办法。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

监督、“嵌入式”监督实施办法，监督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有力、推进及时、有章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