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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统一 全面覆盖

党对反腐败工作领导进一步加强

2018年 3月 23日，北京平安里西大街，一个全新的国家机
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党和国家反
腐败工作掀开新篇章。

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产生，完成人员
转隶，共划转编制 6 . 1 万个、转隶干部 4 . 5 万人，监察体制改
革由试点迈入全面深化新阶段。

一年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共同设立内设机构，统筹人
员调配使用，力量配备向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一线倾斜，以
“形”的重塑、“神”的重铸为目标，实现了机构、职能、人员的全
面融合和战略性重塑。

2018 年以来，福建省德化县纪委监委先后查办了某国企
两名财务人员贪污巨额公款和一名职务犯罪公职人员外逃
18 年的案件。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梁玉华多
次听取重要事项汇报，主持召开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协
调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县监委开展调查，使案件得以高效顺利
推进。

这是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地方党委对反腐败工作全过程
领导的一个缩影。

定期研判问题线索、分析本地政治生态、听取重大案件情
况报告、参与本级管理干部问题线索谈话、充分发挥反腐败协
调小组机制作用……

一年来，通过改革，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决策程序上，
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具体化、程序化，各级
党委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强化，党领导的反腐败工
作体系更加科学完备。

改革之后，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纪检监
察两项职责，将监察对象扩展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黑龙江省林业厅原厅长杨国亭、河北省邯郸市政协原副
主席王仲民、山东省德州市原副市长商怀君、吉林工商学院原
副院长张国志…… 2018 年以来，多名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接
受监察调查。

与此同时，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
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三项改革”一体推进，向着监督全覆盖、无
死角迈进。

2018 年 6 月 20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名称为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
国家监察两项职责。

2018 年底，中办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
机构改革的意见》，对完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作出
全面部署———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 46 家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
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 129 家单位；

推进中管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设立企业纪检监察组
或者监察专员办公室，由国家监委赋予监察权；

将中管金融企业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
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

明确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委接受高校
党委和党组织关系所在地地方纪委双重领导，切实发挥主管
部门党组政治作用。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一个党领导的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逐渐形成。

执纪执法贯通 有效衔接司法

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2018 年 4 月 1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贵州省
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王晓光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落马的中
管干部。

细心的人发现，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措辞中，“涉
嫌严重违纪”变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变为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字词之变背后，是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重大推进。
监委成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

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线索移交后，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
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

改革之后，监委被赋予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权，
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执纪审查和执法调查可以同时启动、同步
进行，调查结果可依法作为证据运用于司法审判，大大提升了
反腐败工作效率。

2018 年 5 月 3 日，江苏盐城市滨海县监委对盐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社会保障管理中心财务科工作人员丁晨立案调查，
采取留置措施。

此后，滨海县监委综合运用谈话、询问、讯问、调取、查封、
扣押等调查措施，对案件事实、证据和程序的合规合法进行严
格把关。

5 月 21 日，丁晨被解除留置移送检察机关。最终，法院审
理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与指控实现“零差异”，在取证上实现
“零补证”。

从采取留置到移送司法，仅历时 19 天，同时严格保证案
件质量，充分反映了有效衔接司法的体制机制优势。

改革之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
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又注重纪法贯通、纪法衔接，贯通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四川遂宁市船山区纪委监委通过开展监察对象大摸底，

搭建“廉情数据库”，定期动态分析廉情信息，建立负面清单，
把监察对象的成长发展全过程、工作生活各领域、思想行为各
方面都置于严格监督之下。

截至 2019 年 1 月，累计收集廉情信息 391 条，发出红色
提醒通知书 15 张，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发出黄色提醒通
知书 1 张，责令写出书面检查；发出蓝色通知书 9 张，由县级
领导直接进行约谈，达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效果。

一年来，改革发挥的最突出效力就是强化了纪委监委的
日常监督，有力防范“好党员”“好公职人员”沦为“阶下囚”的
风险隐患。

2018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处理 173 . 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 . 0%。充分运用第一种形态，
约谈函询、批评教育 110 . 4 万人次，占总人次的 63 . 6%，依规
依纪依法处理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的党员干部 5 . 5 万人
次，占 3 . 2%，监督执纪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一年来，坚持改革推进和法规制度建设相向而行，实现全
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印发施
行，党中央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强化纪检监察机
关内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推动建立起统一决策、一体运行的
执纪执法工作机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把监委组
建后迫切需要的制度、流程等建立起来。

出台《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
案件工作衔接办法》《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 30 余项法规制度，制定信访举报、
线索处置、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方面制度规范，确保各项工
作在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上运行。

永不停歇 纵深推进

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因你局对涉农资金的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根据监察法第
四十五条之规定，特提出如下监察建议，请认真予以整改落
实……”

2018 年 3 月，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监委向该县农林局发出
监察建议书。犹如“当头棒喝”，该县农林局迅速行动，进行专
项督查，共收集 3 个方面 21 条问题，督促各镇街、村(社区)逐
一整改到位，并制定出台专门管理办法。

监察建议书的标本兼治作用，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的生动案例。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陕西省委原书记赵
正永，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洪顺，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

2019 年开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公开发布了 4
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

改革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决心不变、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推动
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至 2018 年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
查调查中管干部 77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64 人，涉嫌犯罪移
送司法机关 15 人。

2018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3 . 8 万件，处分
62 . 1 万人，分别增长 20 . 9%、17 . 8%，均创纪律检查机关恢复
重建 40 年来的最高值。

在高压震慑下，全国共有 2 . 7 万名党员干部主动交代了
违纪违法问题，包括艾文礼、王铁、李建华等中管干部在内的
5000 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改革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
相关工作职能进一步整合，形成了更强大的工作合力。

2018 年 8 月，国家监委首次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
交部、公安部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
投案自首的公告》，向外逃人员发出“最后通牒”，形成强大
震慑。

国家监委以新身份亮相国际舞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开展追逃追赃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反腐朋友圈进一
步扩大，2018 年与 16 个国家商签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
条约。

“天网 2018”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 1335 人，其中党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 307 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5 人，追赃金额
35 . 41 亿元人民币。

2018 年 8 月，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派出大柘镇监察办成立
不到一个月，就发现所辖后垄村报账员未能按规定发放有机
肥，并有与后垄村干部共同侵占有机肥的问题。监察办查清问
题后，对这名村级报账员职务违法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改革之后，新增监察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基层公职人员，监
察权向基层的延伸拓展，打通了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使群
众身边的公职人员受到严密监督。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14 . 9 万起、处理 20 . 1 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 . 4 万人，移
送司法机关 3300 余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13879 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415 人，移送司法机关 1899
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
正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
水平，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记者朱基钗)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踏上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新征程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年间

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

法，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组建，国家监察体系总体框架初步建立。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反腐

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制度优势正在不断转化为治理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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