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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健全党和国家
监督体系，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
覆盖”的战略部署。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确立了监察
委员会的宪法地位，明确了监察委员会
的地位、产生、职责和权限，为深化监察
体制改革，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提供
了坚强法制保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以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确立为契
机，提升政治站位，积极担当作为，持续
深化改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

一是在加速队伍融合上下功夫。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划转职能、转隶人
员、组建机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加速
队伍融合，推动队伍高效运转，把制度
优势真正转化成治理效能才是应有之
义。当前，要加强宪法教育，增强纪检
监察干部学习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
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做宪法的忠诚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要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能力教育，坚持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集
中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党章
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
让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在学习培训中强
弱项、补短板、强素质、提能力。要搭建
队伍融合平台，通过举办集中研讨会、
开办干部讲坛等形式，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谈体会、谈心得、谈收获，在学习交
流、互学互鉴中，凝聚合力，达到“一加
一大于二”的效果。要强化“进一家
门、成一家人、干一家事”的意识，定期
开展谈心谈话，全面了解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掌握思想
动态，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化解疑惑，促
使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尽快适应新形势，
融入新角色，担当新使命。

二是在忠诚履行职责上下功夫。
成立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行
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职权，是党章和
监察法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的神圣使
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按照党
章党规党纪和监察法行使职权，强化对
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
监督全覆盖，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
互衔接、优势互补。要坚持挺纪在前，
抓早抓小，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确保党员干部不踩“红线”，不越底
线，确保公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行使。
要牢固树立监督为人民、监督促发展的
理念，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
焦党委中心工作，找准结合点和切入
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当好党内政治
生态的“护林员”，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
护航。

三是在持续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继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
面运用监察法赋予的职能权限和调查
手段，建立完善与司法机关相互衔接

的权威高效的运行机制，提高惩治腐
败的效率。要加快推进派驻机构改
革，明确职责定位，强化派驻监督，把
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发挥出来，强化
对驻在单位的监督，实现派驻监督组
织上、制度上、工作上的全覆盖，保证
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要推进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准确把握定
位，健全完善机制，依法严格监督，增强
和改善村务监督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四是在锻造执纪铁军上下功夫。
打铁必须自身硬。纪检监察干部必须
牢固树立主动接受监督意识，自觉接受
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
督、审计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强化自
我监督，始终把自己的言行置于“聚光
灯”下。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
制，科学设置内设机构，建立完善权力
清单，优化工作流程，全面查找权力运
行的薄弱环节，制定防范措施，不断提
升纪检监察机关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
水平。要健全内部制度建设，探索建立
既相互监督制约又高效顺畅运转的有
效机制，真正把监督执纪权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要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充分发
挥案件监督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干部
监督管理部门作用，强化对纪检监察干
部的日常监督和管理。

（作者系石龙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察委主任）

曹冬青

站位新起点 担当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 树立新形象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应势而生。

作为国家根本法，新修改的宪法增
写了监察委员会一节，明确了监察委员
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且宪法的
21 条修改中，11 条都与监察委员会的
设立有关，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
有据、监察法于宪有源。《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使我国有了第一部反腐败国
家立法，是国家法治建设和纪检监察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强化党对
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
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夺取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根本政治保
证。监察法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了党
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监察法以法
律的形式对这一根本政治原则作出了
明确规定，对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
的反腐败体制和机制，加大反腐败力
度、提高反腐败的效率和质量、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监察法明确了 6类监察对象，提出
“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
监督”，从而实现国家监察的全面覆

盖。这有效弥补了之前行政监察范围
过窄的短板。一部分此前并不在监督
范围内，不具备党员、公务员身份但同
样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人员，如“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也
被“纳入”监督范围，直接刺激和畅通了
基层监督的“神经末梢”，使监督的范围
更广、责任更大、震慑更强，反腐败工作
也真正实现了“无盲点”“全覆盖”，为政
治体制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良性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监察法凸显了反腐败的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作
保障，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的推动。
监察法确立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
构的法律地位，保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在法治框架下稳步推进，实现国家监
察权的法治化；监察法明确了通过监察
体制改革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
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
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形成了监督执
纪反腐铁拳；监察法规定了监察机关在
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
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
致，更好促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发挥
纪法“双剑合璧”的战斗威力，并将实践
中有效管用的调查手段纳入法治化轨
道。不仅解决了反腐败力量分散、纪律

法律衔接不畅等问题，还体现了以法治
思维、法治方式反对腐败，从而推动反
腐败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有助于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
制。

监察法对监察队伍建设提出了明
确要求。据统计，反腐机构重组后，全
国监察系统人员增加10%，监督对象增
加200%。监察法不仅对被监察对象规
定了严格的监督机制，还强化了对监察
权的监督制约，强调监察人员建立自我
监督制度，严防“灯下黑”。明确规定

“对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的进行登
记备案”，要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强化
自我监督、主动接受监督，严格依照宪
法、监察法行使权力，时刻向监察法校
表、对齐，时刻接受组织、社会、舆论和
群众的监督，确保自身硬、自身净；要求
各级监察机构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
严监督、从严问责，狠抓监察队伍建设。

良法促善治。监察法的出台，是顺
应时代发展的体现，也必将推动我国的
反腐败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必将极大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动实
现国家监察的法治化，推动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作者系叶县县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县监察委主任）

周福定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推动国家监察法治化

监察法作为国家立法，是一部对国
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
法律，是全面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一是贯彻和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
理念。根据宪法制定监察法，使党的主
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
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以法治思维和
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方面
可以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
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巩
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另一方面也
会推动反腐工作向制度反腐深入，将党
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
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融为
一体，强化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为夺
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法治保
障。

二是强化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
导。监察法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
监察工作的领导写入总则，通过法定程
序把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机制固定下来，反腐败决策指挥体系和
手段措施更加集中统一，有效破解了以
前纪委、检察院、预防腐败局等反腐败
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问题，构建
起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国家监督体系。

三是实现了监察全覆盖。过去，由
于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范围过
窄，有相当一部分行使公权力的人员
处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空白地带。
就新华区而言，近年来，个别非中共党
员的村组干部纪法意识淡漠，用权任
性、侵占群众利益问题时有发生，加之
征迁任务重、非法集资问题突出，引发
的 越 级 访 、集 体 访 问 题 长 期 居 高 不
下。我们坚持以治标促治本，“猛药治
疴、重典治乱”，从严从重处理了一批
群众反映强烈的村组党员干部违纪违
法问题。2016 年以来，查处村组干部
问题 12 起 28 人，党政纪处分 24 人（其
中撤销党内职务 2 人、留党察看 5 人、
开除党籍 3 人）、移送司法机关 4 人，在
全区基层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监察法明确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
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监察范围，这意

味着村组干部行使公权力也要戴上
“紧箍”。可以说，监察法对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弥补
了之前行政监察范围过窄的短板，实
现了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
政府”的转变，有利于加强对权力的监
督制约，促进全面扎紧制度之笼，深化
标本兼治，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
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宪法
和监察法，一方面加强学习宣传，组织
宣讲团赴基层各单位宣讲宪法和监察
法，利用纪检监察大讲台集中学习研讨，
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另一方面，持续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把纪委监督与监察委
监督贯通起来，运用“四种形态”严管厚
爱干部，防止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小
错误发展成大祸患，防止好人变坏人，
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于为人民
服务。

（作者系新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察委主任）

王金霞

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
更加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是深化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能有效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项事关全局的重
大政治改革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在法
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
提供了法律保障。监察法明确了党对
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
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
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
体制，这一根本政治原则贯穿了国家
监察立法的全过程。监察法以法律的
形式确认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
导，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
供了根本保证。进一步强调监察委的
政治机关定位。监察委是政治机关，
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纪检监察干
部在履职过程中，要始终把讲政治放
在首位，综合分析本地区政治生态整
体情况，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不断增强反腐败工作的政治效
果。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党章规
定，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责是
监督、执纪、问责；监察法规定，监察委
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职
责是监督、调查、处置。无论是纪委，
还是监察委，首要的职责都是监督。

纪委的监督和监察委的监督在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上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为
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

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
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宪法的 21 条修
改，有 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明
确了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
位。监察法的制定和顺利通过，既是
纪检机关反腐权力法治化的延伸，也
是对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
反贪、反渎职能的整合。推进国家监
察立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
限和调查手段，是为了保障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这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
革能够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在法治轨
道上有序运行。监察法的制定，进一
步整合反腐败力量和资源，依托纪检、
拓展监察、衔接司法，着力解决反腐败
斗争中存在的行政监察范围过窄、反
腐败力量分散、纪法衔接不畅等突出
问题。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监察全覆
盖。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 6 类监察
对象进行监察，涵盖了我国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为监察工作的顺利进行明确了职
责权限。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
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法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
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
的尊严。这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能职
责和监察范围，让各级监察委在实践中
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体现了制度
的针对性、可操作性。赋予监委必要权
限和调查措施。监察法将纪检监察机
关目前实际使用的调查措施以国家立
法形式固定下来。在监察法中赋予监
察委员会必要的权限和调查措施，目的
是为了保证监察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
各级监察机关履行好监督、调查、处置
职责。

用 好“ 两 把 尺 子 ”，履 行 双 重 职
责。 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是一体两
面，相互促进。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
调查处置的双重职责既互为补充、互
相衔接，又不可彼此替代，必须真正
把“两把尺子”结合起来贯通运用。
双重职责、双重责任，对纪检监察机
关和纪检监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只有履行好双重职责，才能达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将制度优势
转化成治理效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作者系卫东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察委主任）

陈永斌

为 夺 取 反 腐 败 斗 争
压倒性胜利提供法治保障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宪法修正案，对国家监察制度作出了重
大顶层设计，为制定监察法、设立国家
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并保证其依法
履职尽责提供了宪法依据。改革后的
监察制度优势必将转化为正风反腐的
强大效能。

顶层设计让监察地位大幅提升。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建立中国特色监
察体系的创制之举。宪法中专门增加
了监察委员会一节，赋予监察委员会宪
法地位，形成了“一府一委两院”格局。
过去，行政监察法将监察制度定位为政
府内部监督机制，行政监察机关只是政
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受同级政府领导，
对同级政府负责。而监察委员会作为
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由人民
代表大会产生，对同级人大和上级监察
机关负责，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
责，适用 12项调查措施，依法独立行使
监察权。这不仅扩大了监察范围，丰富
了调查手段，更提升了法律地位，彰显
出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
要作用。

补齐短板让监察效能有效提高。
以前，一方面，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公职人
员未纳入监察范围，存在监督不到的

“空白地带”，而监察法确定的六类监察
对象，涵盖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实现了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

“广义政府”的转变，补齐了监察范围过
窄的短板。另一方面，过去党的纪律检
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依照
各自的法定权限行使审查、监察、检察
职权，反腐败职能既分散行权，又交叉
重叠，没有形成合力。组建监察委员会
这个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把
反腐败力量集中起来，补齐了反腐败力
量分散的短板。同时，行政监察机关工
作人员在办案取证与审查判断上，往往
局限于行政执法执纪的要求，造成执纪
证据无法用于司法定案、影响案件司法
移送等问题。成立监察委员会，将检察
机关的反贪、反渎职能并入监察委，补
齐纪法衔接不畅的短板，实现了执纪与
执法的有机统一、顺畅衔接，有利于提
升监察的实际效能。

监察全覆盖让政治生态更加健
康。监察法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纳入监察范围，实现了监察全覆
盖。监察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合署办公，二者的职责虽有不同，但首
要职责都是监督。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总结和理
论创新，是强化监督的制度利器，与监
察法中“权责对等，从严监督；惩戒与

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从严惩
治腐败”等原则和方针一致。因此，无
论执纪监督还是监察监督，都需要把
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
要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狠下功夫，建
立健全常态化运用机制，真正让红红
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最终达到护“森
林”目的。

强化自身监督严防“灯下黑”。监
察全覆盖，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也不例
外。监察法为此单列一章，专门对监察
机关依法接受监督、依法公开信息，以
及对监察人员依法履职、脱密管理、离
职从业等作出详细规定，从法源上强化
了“对监督者的监督”，预设了内控程序
和外部监督，确保监察权的正确行使，
严防“灯下黑”。为此，纪检监察机关要
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
切实强化自身监督。要继续认真落实
好市纪委《关于在纪检监察系统实施
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暂行办法》

《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八小时之
外”活动监督管理的若干规定》等文件
精神，练就“打铁必须自身硬”的真本
领，为全市党员干部树起严格自律的
标杆。

（作者系湛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察委主任）

盛少飞

将 监 察 制 度 优 势
转化为反腐的强大效能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
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
过宪法修正案，顺应了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要求，遵循了宪法发展规律，是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对更好发挥
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宪法修正案对现行宪法作出 21条
修改，其中 11 条与设立监察委员会有
关，并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引起广泛
关注。宪法修正案明确了监察委的宪
法地位，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健
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深入推进反腐败
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坚
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在
宪法中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体现了党
的主张和人民意志，使改革于宪有据、
监察法于宪有源。党中央将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
积极推进改革及试点工作并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效，在此基础上把改革实践成
果提炼成为宪法规定，具有坚实的政治

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充分的法
理支撑。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党
和国家自我监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得到有效加强，监
督对象覆盖了所有党组织和党员。这
就要求适应形势发展构建国家监察体
系，对党内监督覆盖不到或者不适用于
执行党的纪律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依法实施监察，真正把权力都关进制
度笼子，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切实
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使监察对象由“狭
义政府”转变为“广义政府”，补齐行政
监察范围过窄的“空白”，解决反腐败力
量分散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
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
监督和群众监督；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
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中
国共产党下决心成功，练就“绝世武
功”，建设廉洁政治。要把党内监督同
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

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发现
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内监督得到有效加强，监督
对象覆盖了所有党组织和党员。

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推动宪法修
正案实施、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
要使命，纪检监察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
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将宪法精神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担负起维护
宪法尊严和权威的重大责任，严格依
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
职权、履行职责；要牢固树立宪法精
神、法治思维，俯下身子弯下腰，深入
一线，零距离聆听最底层普通民众的
愿望、诉求、利益，将工作落到实处，真
正做到为民办事、为民分忧；要努力锻
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
良、纪律严明的“纪律部队”。纪委监
察委的监督范围越来越广，对纪检监
察干部提出的要求更高、赋予的使命
更大，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适应
新挑战，展现新作为，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最饱满
的精神状态和最坚定的理想信念当好

“护林员”，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拼搏出力。

（作者系高新区纪工委书记）

李国强

坚决拥护宪法修正案
振 奋 精 神 再 出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