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A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小勇 校对／项辉 组版／莉莉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法
治的引领和规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决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
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
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
新举措，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
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
署，回应了人民呼声和社会关切，必将
有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是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

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
展中大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
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
会《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必须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
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也是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体系
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这三个方面构
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
要义，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
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依法治国首
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
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国宪法以国家
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领导人民进行
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
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地位。在我国，坚持党的领
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
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
所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
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要
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
守法。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
是我国法治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
区别。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
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面
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
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
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
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
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不断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
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建设，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
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
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
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
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法者，治之端也。”今日中国，法
治正在成为国家治理理念、社会共同
信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向国内外
鲜明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

实现依法治国的历史跨越

“法治”出现50余次
透露了哪些信号

——关键词：司法公正

全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
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
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专家解读：马怀德说：“公报提出建
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在
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这一制度应该
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关键词：反对腐败

全会指出：基本完成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全
会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
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
万庆良开除党籍的处分。

专家解读：“这次全会的召开将使得
治理腐败步入法治化的‘新常态’，‘打老
虎’与‘拍苍蝇’将在各个领域纵深推进，
监督制约体制机制也将进一步建立健
全。”马怀德说。

（上接A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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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央同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
于2014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

十八届中央纪委
四次全会将于25日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