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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同心廉”故事
巩固统一战线风清气正良好氛围

福建侨报社 陈芝

讲好“同心廉”故事专题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支部发挥优势深

度参与配合工作，从专题策划、故事创作、征集线索到编校发布

等各环节、全流程，都有支部党员的心血智慧，目前已发布了

10 多篇主题文章，征集数十条线索，为福建统一战线廉洁文化

建设贡献了支部力量。今天，我们就从身边的工作说起，以“同

心廉”故事作为“廉政微党课”的特色教材，从“小切口”中汲取统

战先贤廉洁奉公的“大智慧”，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责任担

当。

以“俭”践“廉”，发扬光荣传统

重温陈嘉庚的廉洁故事，我们能感受到他极其勤俭朴素的廉

洁本色，以及厉行节约背后的一颗爱国心。陈嘉庚认为，廉洁比

才干、毅力等品质更重要。作为教育家，陈嘉庚很清楚，“廉”

和“俭”互为表里。他发现集美学校少数师生常常到厦门市去高消

费，就在集美学校“秋季始业式”上发表演讲对这一现象进行批评。

他说：“今日中国贫困极矣！吾既为中国人，则种种举动应以节

俭为本。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零费

不及二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家多储一文。

积少成多，以之兴学。”为了督促学生养成节俭的美德，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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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要求集美学校在 1929 年制定了《节制学生日常用款办法》，

对学生的日常用款进行“干预”，其中规定：本校为培养学生养成

节俭习惯，以期造就廉洁人才起见，由学校指定负责人员，实行

监督学生用款。

陈嘉庚曾提到，贪者，非仅指贪财利，还有贪功名，贪权势

等等。对于廉，他有自己的见解：“不贪名，不贪功，不出轨道

为之廉”。在延安之行中，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节俭本色和

严明的纪律执行。在《南侨回忆录》中他写道：县长概是民选，

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至各官吏如贪污五

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

情面可袒护优容。延安的廉洁之风给陈嘉庚留下深刻印象，促成

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的缘分起点，此后他决心与党同心

同向同行。

正所谓自身廉，才能自身硬。党外代表人士对共产党的第一

印象很大程度来自于统战干部，我们同他们打交道，得到他人尊

重的前提就是严于律己、清白做人。很多著名闽籍侨领，如李光

前、黄乃裳、黄仲咸等，虽家财万贯但生活却克勤克俭，深得广

大海外侨胞的认可。我们要赢得海外侨界代表人士的民心，更要

涵养艰苦朴素的品格，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克己奉公、

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廉洁用权，守护“亲清”关系

在罗豪才的“同心廉”故事中，我们看到一位大法官公正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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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用权的职业操守，将党性镌刻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里。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正“摸着石头过河”，有些领

导有“官本位”思想，做决策靠个人经验主张，依法行政存在不小

阻力。罗豪才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用公正廉明向世界

证明中国坚定迈向法治道路的决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深圳贤成

大厦案。深圳贤成大厦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大项目，因为外商

资金困难而一时陷于停顿，心急火燎的地方政府出手干涉，直接

“注销”合资企业，让外商出局。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了以罗豪才为

审判长的 7 人合议庭，开庭审理多日，最后依法判决行政机关败

诉。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引发了不小的风波。正所谓公

生明，廉生威。有人来查罗豪才是否收了外商的钱，罗豪才说：

“他有多少钱，能买倒我罗豪才、一个大法官？我生不为钱，且

受党教育多年，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有人把电话打到罗豪才家

里，提醒他要“讲政治”。罗豪才回答：“依法治国就是最大的政

治。”这起案件可谓“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后来在国家行政学

院举办的省部级领导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上，还被作为典型教材。

如今，深圳高楼林立，贤成大厦不再显眼，但它记录了中国法治

健康发展的缩影，也见证了罗豪才廉洁用权、与外商关系亲清和

谐的一面。

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作保障，

而亲清政商关系，是清朗政治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亲”，就要

坦荡真诚接触交往、积极作为靠前服务；“清”，就要清清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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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坦荡荡，不存贪心私心，杜绝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亲

而不清”，容易在推杯换盏、勾肩搭背中逾越底线；“清而不亲”，

容易不担当不作为，成为“甩手掌柜”。

福建是民营经济大省。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实施新时代民

营经济强省战略，统战力量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明确公与私的界

限，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时刻警醒自己，谋取私利、

私相授受与“公”无关，须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另一方面，

深化认识，联系服务统战人士不是私事，应把提升交往能力、服

务水平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作出统战贡献。

公而忘私，胸怀“国之大者”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

道德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和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

年代表座谈时，就曾引用这句经典名言。当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

在心中占据最重要位置时，个人的安逸喜乐自然就被抛在脑后，

更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动摇、而改变。

在我省统一战线历史中，林兰英、卢嘉锡、吴修平等知识分

子的“同心廉”故事，都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以林

兰英为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科学人才，林兰英

不顾美国当局的阻挠，毅然决然辞掉高薪工作，放弃优越的生活

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后来，她还多次在接待外方来宾

时拒绝对方“再回去做研究”的邀请。她曾说过：“如果为了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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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回来了。”回来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更远大的理想。个

人的价值不在于个人收入和财富的多少，而是努力为国家和民族

作出自己的贡献，贡献越大、价值越大。

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凡是对国家有利的，

都应该热爱鼓励；凡是对国家有害的，都应当深恶痛绝。我们要

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必须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

位，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秉持正确的政绩观，维护党和

国家人民利益至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大

的胸怀格局，去理解看待我们身处的时代环境和肩上的使命职责，

在常修常炼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在知畏知止中守住拒腐防变防

线，在无私无畏中勇于担当斗争，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使

命感和强烈责任感实干笃行。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大家要自

觉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巩

固拓展统一战线团结奋斗、风清气正良好氛围，“同心廉”的新时

代新故事还要靠我们这一辈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