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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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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 安徽科技学院学生 汤佳慧

村头赭红色的牌坊，在初夏骄阳的照射下，越发衬
托得那六个白亮的大字：“凤阳县小岗村”，清晰明亮。

更多时候，已年近八旬的严金昌，喜欢坐在靠近小
岗村村口——四儿子严德双开办的“金昌食府”门口，
闲的时候喝几口茶，忙的时候帮忙摘摘菜。

来来往往的游客，总能从挂在“食府”前厅和“大包干
纪念馆”里的照片，认出他就是当年按下红手印的十八位

“大包干”带头人之一。游客好奇、热情，停下来跟他询问
当年的场景，他也没架子，一聊就是半晌。

如今已是中国十大名村、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
地的小岗村，在四十多年前，还是只有18户人家，过着

“泥巴墙、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的
穷困生活。

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图文并茂清楚记录着那
场“伟大变革”——1978年的一个冬夜，一间破旧的茅
草屋里，18位“大包干”带头人以“托孤”的勇气立下“生
死状”，按下“红手印”，悄悄“分田到户”。

当年，严金昌一家分得35亩地。很快，人们惊喜地
发现，“大锅饭”时期“上工一条龙，出工不出力”的情况
消失了，严金昌“一家老小铆足了劲儿，每天天不亮就
出工干活”。

仅仅一年，成效显现。1979年10月，小岗村粮食总产
量6.6万公斤，比过去增加了4倍，村民人均收入从上一年
的22元跃升至350元。村里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
贷款。“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岗村的变化，犹如一声惊雷，在江淮大地上空炸
响。随后，解放思想后的中国大地掀起了学习“大包干
精神”的热潮。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但和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一样，小岗村在20世纪
90年代再次陷入困境——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卖粮却
越来越难，光靠种地只能解决温饱，大片土地抛荒，村民
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03年，小岗全村人均收入刚过
2000元，村集体存款为零。”

敢闯敢干的小岗人，再次走上了改革之路。2004年，从安徽省财政厅
到小岗村挂职党支部第一书记的沈浩，带来了“三步走”的改革发展新思路
——引进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业。

2006年，沈浩提议，让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大户耕种，解放出来的劳动力
可以发展多种经营。当年，63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率先响应，以每亩
800元的价格将全家35亩地流转出去，随即在自家的庭院开办起“金昌食
府”农家乐。2008年，外出务工多年的严德双夫妻看好小岗村发展前景，回
乡接过生意。十几年来，小岗村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金昌食府”每年净收
入可达十几万元。

同时，流转给种粮大户和现代农业企业的土地，通过机械化、规模化耕
种，企业化经营，根据地块位置、平整度、土质，分类种植粮食和不同的经济
作物，既实现了土地经营效益最大化，保证了农民收益，也促进了现代农业
发展。

随后，修建“友谊大道”、整饬村容村貌，落成“大包干纪念馆”，带动红色旅
游，村里招商引资办起了工厂……2006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当
年秋，沈浩挂职期将满，村民们再次摁下“红手印”，留下了这位带领小岗村二次
发展的好书记。

2009年11月，沈浩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此后，勤奋敬业、艰
苦奋斗、爱民为民、无私奉献和锐意改革的“沈浩精神”，和“大包干精神”一
样，成为小岗村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十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创新改革一直未停：2012年，安徽率先在小岗村开
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2016年10月，小岗村又率先启动集体资
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而今，青年一代已接过改革的接力棒。

在“大包干纪念馆”对面，陈敬萍、杨伟夫妻的新时代家庭农场，十几亩草
莓刚刚下市，又即将迎来西瓜、葡萄的成熟季。

流转了12亩土地，试种大棚蔬菜，之后又改种草莓。杨伟和陈敬萍一路
从农业的“门外汉”干成了“行家里手”。“一开始
没经验，也失败过，可咱小岗人骨子里就是敢想
敢干，多看、多跑、多学习，结合小岗村的实际，
最终找准了路子。”

“希望的田野，大有可为。”采访中，小岗村党
委第一书记李锦柱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正在实
施的“小岗村乡村振兴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仅
2021年的重点工作已经列了68项，涉及农村改
革、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奋
力打造乡村振兴的小岗样板。”李锦柱说。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 王蓓/摄

□ 安徽科技学院学生 汤佳慧

改革创新开启新篇章，“大包干
精神”催人奋进。来到凤阳上大学
后，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小岗村就在
这里，一阵自豪感涌上心头。在那
样的年代，小岗村首先打破常规，这
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魄力。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很令人佩服。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最难能可贵的是长于质疑常
规、勇于破疑创新。当然，创新不仅
需要敢于去做，还需要实事求是，小
岗村在创新实践中证明了自己。安
徽省委当年“借地度荒”的决定和凤
阳县委深入调研后坚持改革的做法
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为“包产到
户”改革的成功提供了保障。记得

刚来上学时，我就听说，2006 年夏
天，我院三名大学生主动落户小岗
村，发展双孢蘑菇大棚种植，并在年
底获得丰收。他们吃苦耐劳，脚踏
实地，信念坚定。他们和农民住在
一起，手把手教农民种蘑菇，带领小
岗村的村民走上致富之路，不仅诠
释了创新的“大包干精神”，更传承
了一心为民、扎根基层的“沈浩精
神”。

之后，三名大学生扎根农村创
业，激发了当地村民发展生产的热
情，带动了全国多地大学生纷纷回
到乡村创业发展。他们是我们的骄
傲和榜样。江山代有才人出，作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学习典
范，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接过前辈
的担子，用奋斗诠释美好的青春。

接过前辈担子以奋斗诠释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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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春霞 发
自北京 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以
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透露，未成年
人保护形势不容乐观，涉及未成年人的
性侵害案件虽然增幅放缓，但仍呈多发
高发态势，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任重道远。

白皮书指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
占未成年人检察案件总数比例过半。
2020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38854人，提起公诉57295人，与
2019 年 相 比 ，分 别 下 降 18.31% 、

8.98%。2017年至2020年，检察机关起
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47466人、
50705人、62948人、57295人。

白皮书透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增幅放缓。2020年，检察机关起诉强
奸未成年人犯罪15365人、猥亵儿童犯
罪5880人、强制猥亵、侮辱未成年人犯
罪 1461 人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19% 、
14.75%和12.21%，增幅同比明显降低。

白皮书同时指出，在疫情防控背景
下，该类犯罪依然上升，暴露出预防和惩
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还存在诸多
薄弱环节，如有的旅馆、宾馆、酒店、营业

性娱乐场所、网吧等场所违法接待未成
年人，有的监护人监护不力、网络产品和
服务提供者落实网络安全责任义务不到
位等。同时，需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
及家长的防护教育，有效促进未成年人
保护社会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白皮书指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类
型更加集中。2020年，检察机关对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人数居前六
位的罪名、人数分别是强奸罪 15365
人、猥亵儿童罪5880人、寻衅滋事罪
5098人、抢劫罪3474人、盗窃罪3033
人、交通肇事罪 2920 人，其他 21525

人。前六类犯罪占提起公诉总人数的
62.43%，与2019年基本持平。与2019
年相比，交通肇事取代故意伤害犯罪居
第6位，反映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
引起高度重视。

白皮书指出，监护侵害中虐待犯
罪问题不容忽视。2017年至2020年，
检察机关以虐待罪起诉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分别为16人、38人、40人、57人，
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起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分别为10人、57人、60人、
62人，反映打击力度加大、强制报告制
度落实取得初步成效。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增幅放缓

（上接1版）强调对各级“一把手”来说，
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党中央要加强
对高级干部的监督，各级党委（党组）要
加强对所管理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
领导干部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
好下级“一把手”；强调破解同级监督难
题，关键在党委常委会，要用好批评和
自我批评武器，增强主动监督、相互监
督的自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和风
险挑战，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一以贯之推进党的伟大自我
革命，以有效监督把“关键少数”管住用
好，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和表率引领作用，才能团结带领广
大干部群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
难险阻，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推动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
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
岗双责”、纪检机关监督专责，形成了许多
有效做法和经验。同时，必须清醒看到，
对“一把手”监督仍是薄弱环节，完善党内
监督体系、落实监督责任的任务依然十分
紧迫。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
要，越要加强监督。破解对“一把手”监督
和同级监督难题，必须明确监督重点，压
实监督责任，细化监督措施，健全制度机
制。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加强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极端重要性
和现实紧迫性，强化上级党组织监督，做
实做细同级监督，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增强
政治意识，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践行忠诚干净担
当，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善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促进主动开展监督、自觉
接受监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监督工作格局，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推动中国特色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治理效能。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
要全面落实党内监督制度，突出政治监
督，重点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对党
忠诚，践行党的性质宗旨情况的监督；强
化对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践行“两个维护”情况的
监督；强化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情况的监督；强化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情况的监督；强化对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依规依法履职用
权、担当作为、廉洁自律等情况的监督，做
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政治上认识领导
职责中包含监督职责，增强监督意识，履
行监督责任；正确对待党组织和群众的
监督，勇于纠正错误，切实改进工作；习
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主动接受监督，决不能拒绝监督、逃避监
督。“一把手”要自觉置身党组织和群众
监督之下，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对领导班
子其他成员和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二、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一）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

之重，强化监督检查。“一把手”被赋予重
要权力，担负着管党治党重要政治责任，
必须以强有力的监督促使其做到位高不
擅权、权重不谋私。党委（党组）、纪检机
关、党的工作机关要突出对“一把手”的
监督，将“一把手”作为开展日常监督、专
项督查等的重点，让“一把手”时刻感受
到用权受监督。

（二）“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自觉接
受监督。“一把手”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落实党内监
督各项制度，在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严格
自律上当标杆、作表率，既要自觉接受监
督，又要敢于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遵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主动向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廉洁治家，自觉反对特权思想、特权
现象，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

（三）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
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
中央政治局委员要注重了解分管部门、
地方、领域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督

促有关地方和部门“一把手”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责任、做到廉洁自律，发现问题及
时教育提醒。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应
当加强对省级党委、中央单位“一把手”
的监督，督促省级党委加强对下级“一把
手”的管理。上级“一把手”要将监督下
级“一把手”情况作为每年述职的重点内
容；对下级新任职“一把手”应当开展任
职谈话；同下级“一把手”定期开展监督
谈话，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进行
批评教育，对存在轻微违纪问题的及时
予以诫勉。

（四）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
度，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职责。党
委（党组）要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
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下级“一把
手”落实责任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的及
时约谈。纪检机关应当通过抓好组织实
施和督促检查、提出整改建议等方式，推
动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职责。健全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制度，考核
结果作为对“一把手”选拔任用、实绩评
价、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对履行第一
责任人职责不担当、不作为的，依规依纪
追究责任。

（五）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
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党委（党组）、纪
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党委（党
组）“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
监督检查，防止出现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
问题。中央组织部应当对省级党委、中央
单位“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
进行重点监督。把“三重一大”决策制度
执行情况作为巡视巡察、审计监督、专项
督查的重要内容。纪委书记、派驻纪检监
察组组长发现“一把手”违反决策程序的
问题，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对纠正不力的
要向上级纪委、派出机关反映。

（六）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
手”，及时发现问题。党委（党组）要坚持

“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
展”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
位，查找纠正政治偏差。巡视巡察组应
当把被巡视巡察党组织“一把手”作为监
督重点，进驻前向纪检机关、组织部门深
入了解情况。巡视巡察谈话应当将“一
把手”工作、生活情况作为必谈内容，对
反映的重要问题深入了解。巡视巡察报
告应当将“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和廉洁自律情况单独列出，提出明确意
见和整改要求。

（七）及时掌握对“一把手”的反映，
建立健全述责述廉制度。党委（党组）、
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党委
（党组）“一把手”的日常监督，通过驻点
调研、专项督查等方式，全面掌握其思
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落实纪检机
关、组织部门负责人同下级“一把手”谈
话制度，发现一般性问题及时向本人提
出，发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向同级党委
主要负责人报告。开展下级“一把手”在
上级党委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述责
述廉、接受评议工作，述责述廉报告在一
定范围内公开。

三、加强同级领导班子监督
（八）加强领导班子成员相互监督，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委员会
成员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
现其他成员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的纪律、
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行为，应当及时向
党中央报告或者实名向中央纪委常委会
反映。党委（党组）“一把手”要管好班
子、带好队伍，经常开展谈心谈话，切实
履行好教育、管理、监督责任；对领导班
子其他成员所作的函询说明签署意见
时，要进行教育提醒，不能“一签了之”。
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应当经常交换意见，
发现问题坦诚向对方提出，发现“一把
手”存在重要问题的可直接向上级党组
织报告。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制度，“一把手”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领导班子成员按规定对个人有关
事项以及群众反映、巡视巡察反馈、组织
约谈函询的问题实事求是作出说明。

（九）发挥领导班子近距离常态化监
督优势，提高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
力。党委（党组）要全面履行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的领导责任，建立健全相
关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应当本着对自
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态
度，相互提醒、相互督促，把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增强
领导班子战斗力；发现领导班子其他成
员有违纪违法问题的，应当及时如实按
程序向党组织反映和报告，对隐瞒不报、
当“老好人”的要连带追究责任。

（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严格按规

则和程序办事。健全党委（党组）领导班
子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合理分解、科学配
置权力。坚决防止以专题会议代替常委
会会议作出决策，坚决防止以党委集体
决策名义集体违规，决不允许领导班子
成员将分管工作、分管领域变成不受集
体领导和监督的“私人领地”。完善领导
班子议事规则，重要事项须提交领导班
子会议讨论，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充分发
表意见，意见分歧较大时应当暂缓表决，
对会议表决情况和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记
录、存档备查。

（十一）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行
“一岗双责”，抓好职责范围内管党治党工
作。党委（党组）要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年度计划，分解工作任务。“一
把手”要定期听取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履行
管党治党责任的情况汇报，发现责任落实
不到位的及时约谈。纪委应当向同级党
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通报其分管部门和
单位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廉洁自律等
情况，推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抓好分管部
门和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十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插手干预
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发现问题及时报
告。党委（党组）要完善落实领导干部插
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的具体举措。
对领导班子成员存在违规干预干部选拔
任用、工程建设、执法司法等问题的，受
请托人应当及时向所在部门和单位党组
织报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来自其
他领导干部家属亲友的违规干预行为应
当坚决抵制，及时向党组织报告。不按
要求报告的，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十三）建立健全政治生态分析研判
机制，分领域形成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报
告。党委（党组）要定期分析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政治生态状况，经常听取纪检机
关、党的工作机关相关报告，认真查找领
导班子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
施加以解决。纪检机关应当加强对审批
监管、工程建设、资源开发、金融信贷等领
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分析，注重发现普
遍性问题，形成专题报告，促进同级党委
领导班子加强对关键岗位的管理监督。

（十四）完善纪委书记谈话提醒制
度，如实报告领导班子成员履职尽责和
廉洁自律情况。纪委书记应当牢固树立
报告问题是本职、该报告不报告是失职
的意识。发现领导班子成员有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的，及时进行提醒。发现存
在重要问题的，向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
主要负责人报告，全面准确反映情况。
不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的，依规依纪严
肃追究责任。

四、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
（十五）落实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

织的监督责任，把管理和监督寓于实施
领导的全过程。党委（党组）要切实管好
自己的“责任田”，综合运用检查抽查、指
导民主生活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问题
整改等方式，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做到责任
清晰、主体明确、措施管用、行之有效。

（十六）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更
牢，推进监督工作规范化。党委（党组）
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任职
回避、定期轮岗、干部交流制度，对“一把
手”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制度。坚持和完
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
进“一把手”个人有关事项在领导班子中
公开工作。健全干部双重管理制度，明
确主管方、协管方对双重管理干部的监
督职责。

（十七）规范领导干部家属从业行
为，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高级干部
要带头执行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规定，为全党作
出示范。党委（党组）要抓好相关规定落
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领导干
部与企业家交往必须守住底线、把好分
寸，“一把手”要带头落实“亲”、“清”要
求，不得以权谋私，搞暗箱操作和利益输
送；管住管好自己的家属亲友，决不允许
他们利用本人职权敛财谋利，防止居心
不良者对家庭成员进行“围猎”。党委
（党组）、纪检机关要加强对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处置投诉
举报，发现问题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十八）加强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单位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提高民主
生活会质量。党委（党组）要履行组织开
好民主生活会的领导责任，统一确定或
者批准下级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主
题，上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有计划地
参加下级单位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组
织部门应当会同纪检机关对下级单位领

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进行督促检查和指
导，重点检查“一把手”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是否态度鲜明，民主生活会是否真
正红脸出汗。对不按规定召开的严肃指
出并纠正，对走过场的责令重新召开。
对下级党组织所辖地区、部门、单位发生
重大问题的，督促下级领导班子及时召
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十九）强化选人用人的组织把关，
落实干部考察考核制度。党委（党组）要
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
强化对下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
手”拟任人选的把关，压实分析研判和动
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各环节
的领导责任。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好干部
标准，严格“凡提四必”程序，全面考察干
部。纪检机关应当动态更新领导干部廉
政档案，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党
委（党组）要对下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实
行分级分类考核，同巡视巡察、经济责任
审计、工作督查、相关业务部门考核发现
的问题相结合，进行全面客观评价。每
年可以选定部分“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进
行重点考核，对问题反映较多的进行专
项考核。

（二十）定期分析研判信访举报情
况，对群众反映多的领导干部及时敲响
警钟。党委（党组）要重视信访举报工
作，了解掌握群众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
把手”的反映。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呼
声，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的意见、批评。
纪检机关、组织部门应当对信访举报情
况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对反映的问题提
出有针对性的处置意见，督促信访举报
比较集中的地方、部门、单位党组织查找
分析原因。对涉及下级“一把手”及领导
班子其他成员的信访举报问题进行专题
分析，对社会反映突出、群众评价较差的
领导干部情况及时报告，对一般性问题
开展谈心谈话。

（二十一）推动问题整改常态化，完
善纪检监察建议制度。党委（党组）、纪
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要加强对问题整
改情况的监督检查，通过审核整改报告、
督办重点问题等方式，压实主体责任，督
促整改落实到位。针对查处严重违纪违
法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开展警示教育。完
善纪检监察建议提出、督办、反馈和回访
监督机制。对整改问题不及时不到位甚
至拒不整改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对典
型问题通报曝光。

五、切实加强党对监督工
作的领导

（二十二）加强党委（党组）对监督工
作的领导，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各级党
委（党组）必须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好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党内监督工作，抓好督促检
查。把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摆在
管党治党突出位置，通过抓好“关键少
数”带动“绝大多数”。统筹党内各项监
督，支持和监督纪检机关履行监督责任，
督促党的工作机关加强职责范围内职能
监督工作，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日常监
督和党员民主监督作用。

（二十三）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贯通
各类监督。各级党委要切实发挥党内监
督带动作用，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
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
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
协调、形成合力。加大统筹力度，整合各
类监督信息资源，有效运用大数据，建立
健全重大监督事项会商研判、违纪违法
问题线索移送机制，定期听取工作情况
汇报，使各类监督更加协同有效。

（二十四）发挥纪委监委专责机关作
用，增强监督实效。纪委监委要强化政治
监督，做实日常监督，督促各级“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履行好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好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精准有效运用“四
种形态”，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
性，对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坚决查处，对
不抓不管、失职失责的严肃问责。加强对
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大力支持下级纪委
监委履行监督职责，推进纪律监督、监察
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完善
全覆盖的监督机制。加强纪检监察机关
自身建设，健全内控机制，自觉接受监督，
确保权力受到严格约束。

（二十五）积极探索创新，增强针对
性、有效性。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
切实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对各项监
督制度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加强分类指
导，细化监督举措。坚持顶层设计和基
层创新相结合，鼓励地方、部门和单位探
索强化监督的有效办法，及时总结经验，
不断增强监督实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