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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聚聚 焦焦

中紀委：八項規定長期有效
中組部二十大前全覆蓋查核中管幹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嚴查個人事項申

報、規範配偶子女經商、整治政商旋轉門及「裸官」等頑

疾……中央從嚴治吏，打出一套嚴格管理監督幹部的組合

拳。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徐啟方17日介紹，十八大以來，領

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的抽查比例由每年3%至5%提高到

10%，並在二十大召開前對中管幹部（在中組部備案的幹

部）全覆蓋查核一遍，此外，還對4,700多名領導幹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進行規範。另據中央紀委

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首次披露，十八大以來，全國

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中管幹部553人，含十八、十九屆中

央委員、候補委員共61人。肖培表示，黨中央始終強調，

中央八項規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規定，而是長期有效的鐵規

矩、硬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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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從嚴治黨數據

◆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464.8萬餘件，立案

審查調查中管幹部553人，含十八屆中央委員、

中央候補委員49人，十八屆中央紀委委員12
人；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12人，十

九屆中央紀委委員6人；處分廳局級幹部2.5萬
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多人；立案審查調查

各級「一把手」20.7萬人。

◆查處涉及教育醫療、養老社保、執法司法等民生

領域的腐敗和作風問題65萬多件；查處貪污侵

佔、優親厚友、雁過拔毛等問題34.7萬多件。

◆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76.1萬多

件，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的中管幹部265人。

◆紀檢監察機關查處涉嫌貪污賄賂犯罪7.4萬多
人，其中首次貪腐行為發生在黨的十八大前的佔

48%，首次貪腐行為發生在黨的十九大後的佔

11%。

◆十九大以來共有8萬多人向紀檢監察機關主動投
案。

◆信訪舉報量連續四年下降，2021年比2018年下

降了29.9%。

◆對4,700多名領導幹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經商辦企業行為進行規範。

◆現行近4,000部有效黨內法規中，近十年新制

定修訂的佔70%以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17日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央紀委副書記、
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徐啟方，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田培炎介紹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
的偉大工程有關情況。

對領導班子換屆提名人選全部查核
徐啟方說，十八大以來，組織部門以嚴的標準要求幹部，以嚴的措施

管理幹部，以嚴的紀律約束幹部，打出一套從嚴管理監督幹部的組合
拳。這套組合拳包括：完善中國特色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
規範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深化選人用人監督
檢查和巡視整改，切實解決幹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頑疾。
徐啟方指出，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是從嚴管黨治吏的利

器，抽查比例由每年3%至5%提高到10%，對領導班子換屆提名人選全
部查核。在二十大召開前，對中管幹部全覆蓋查核一遍。同時，從2015
年開始逐步在全國推開的「規範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
業行為」的工作，全國共對4,700多名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
辦企業行為進行規範。集中規範結束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領導
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規定》，建立健全常態化、長
效化機制。

制定「裸官」任職崗位管理辦法
徐啟方還說，組織部門以專項整治為突破口，強有力地解決了一批

「老大難」問題。比如，研究制定了「裸官」任職崗位管理辦法等制度
規定，明確提拔限制和崗位限入要求；對中管金融單位政商旋轉門、逃
逸式辭職和違規安排、近親屬在本系統從業等問題集中開展專項整治；
還開展了領導幹部因私出國境證照專項治理，對違規行為嚴肅處理。
2021年度，幹部群眾認為「本地本單位選人用人好」的比例比2013年度
提高了23個百分點，呈持續上升態勢。

97.4%群眾認為從嚴治黨有成效
另據肖培介紹，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553名中管

幹部，含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49人，十八屆中央紀委委員12
人，十九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12人，十九屆中央紀委委員6人；處分
廳局級幹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多人；十九大以來，共有8萬
多人向紀檢監察機關主動投案；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
固，中央紀委連續十年和國家統計局合作開展的民意調查顯示，97.4%
的群眾認為全面從嚴治黨卓有成效，這個數字比2012年提高了22.4%。
肖培指出，黨中央始終強調，中央八項規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規

定，而是長期有效的鐵規矩、硬杠杠。二十大報告要求鍥而不捨落實
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持續深化糾治「四風」。防反彈回潮、防隱形變
異、防厭戰情緒，把好傳統帶進新征程，將好作風弘揚在新時代。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在會上介紹說，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

黨高度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現行近4,000部有效黨內法規中，近十年
新制定修訂的佔70%以上，此外還通過深化紀律檢查體制、國家監察體
制改革，制定修訂黨紀處分條例、黨內監督條例，推動出台監察法，設
立國家監委，實現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黨和國家監督
體系不斷健全，為公正用權、依法用權、為民用權、廉潔用權提供了重
要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央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指
出，受賄和行賄是一體兩面，十八大以
來，中央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並實行行
賄人名單管理制度，運用紀律、法律、行
政、經濟手段，通過限制企業資質市場准
入等，讓行賄人付出應有代價。據透露，
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查處行
賄人員6.3萬人和3.6萬人。

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
肖培說，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都作出部

署，要求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一是明確
懲治行賄的五類重點，包括多次行賄、巨
額行賄、向多人行賄；黨員幹部、國家機
關工作人員搞行賄；在國家重點工作、重
大工程、重大項目中搞行賄；在組織人
事、執法司法、幫扶救災、教育醫療等領
域搞行賄；實施重大商業行賄。
他指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同最高

法、最高檢等部門制定了關於推進行賄受
賄一起查的工作意見，國家監察法和實施
條例規定了對行賄人懲治的方式和處置違
法所得手段，保證查處工作在法治軌道上
進行。同時，實行行賄人名單管理制度，
運用紀律、法律、行政、經濟手段，通過
限制企業資質市場准入等，讓行賄人付出
應有代價。

解決官員「下」的問題
肖培也表示，今後將進一步提高打擊行

賄的精準性有效性，在查清行賄問題的同
時，還要追繳行賄所得。此外，還要保障
企業的合法經營，保障涉案人和相關企業
合法經營的權利，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
果、社會效果等有機統一。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徐啟方介紹，中共中
央辦公廳近期印發的《推進領導幹部能上
能下規定》（下稱《規定》），着力解決
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下」的問題。《規
定》明確了問責、黨紀政務處分、組織處
理、辭職、職務任期、退休和對不適宜擔
任現職幹部的組織調整等7種渠道；聚焦
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幹部，從政治表現、
理想信念、鬥爭精神、政績觀、執行組織
紀律、擔當作為、能力素質、工作作風、
道德品行等方面列出15種情形。
此外，《規定》進一步優化了對不

適宜擔任現職幹部的有關核實認定和
調整程序、完善了有關調整安排方
式。重點措施包括以下6個方面：
一是把年度考核作為推進領導幹部

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據，深入了解幹部
的政治表現、能力水平、工作實績、
作風狀態、群眾口碑等。
二是堅持在重大任務、重大鬥爭一線考

察識別幹部，在實戰考驗中辨別高下、區
分優劣。
三是加強綜合分析研判，用好幹部考核

考察、巡視巡察、審計、統計、個人有關
事項報告、民主評議、信訪等方面成果，
動態掌握幹部現實表現。
四是嚴格落實責任，把《規定》執行情

況納入黨委（黨組）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
體責任、「一報告兩評議」、巡視巡察、
選人用人專項檢查等內容，納入黨委（黨
組）書記年度考核述職內容。
五是建立紀實報備制度，要求每年向上

級報備上年度相關情況，推進能上能下常
態化。
六是加強輿論宣傳，推動形成能上能下

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

◆10月17日，中國共
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請中
央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
培，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徐啟方，中央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介紹堅定不
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
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有關情
況，並回答記者提問。這

是分會場。新華社

中共二十大報告傳遞中國經濟確定性
確定性，這個當今世界的「稀缺

品」，大量體現在中共二十大報告繪製
的中國經濟藍圖中。提出一系列新觀

點、新論斷的同時，報告也以諸多具有連貫性、一致性的
表述，傳遞出關於中國經濟的穩定預期。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
「發展」的地位進一步明確。二十大報告提出，發展是

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與十九大報告中「發展是解
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的表述一脈相承。

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
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發展中的
各項目標都需要財力物力保障，這歸根結底要以穩定而可
持續的經濟發展為支撐。

2013年至202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
高於同期世界和發展中經濟體平均增長水平。這一時期，
恩格爾系數降低至3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
正是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成為
可能。

二十大報告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折射出中共對「發展」的重視一以
貫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等要求，則意味着中國經濟將因應形勢，不斷改進發展

「方程式」。

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
改革的方向也得到延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

革方向」，連續兩次黨代會報告，這個表述一字不差。

十年來，中國共推出2,000多個改革方案，涉及經濟社會
各領域，涵蓋衣、食、住、行、教育、醫療、養老等各方
面，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任務總體完成，十九大以後
部署的新改革任務接續推進。

「開放」的決心有增無減
如今改革行至中流，剩下的多是「硬骨頭」。在推動科

技高水平自立自強、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防範化解風
險、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方面，尤其如此。
「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
合起來」「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深化農村土地制
度改革」……二十大報告中的改革相關部署，多落腳在亟
待突破的堵點，以及微觀務實的細節。

這將成為持續激活中國發展潛能的「鑰匙」。國家發改

委體改司副司長蔣毅表示，中國將用足用好改革這個「關
鍵一招」，為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開放」的決心有增無減。二十大報告明確「推進高
水平對外開放」，在此前「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的基礎上，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過去十年，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
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台，中國成為 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
的主要貿易夥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
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對外開放的平台更高、範圍更
寬。

隨着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
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
作」，中國對外開放料將走向更深層次、更優格局。

這無疑是世界的利好。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高級研究員何偉文認為，中國打開國門，面向全世界合
作，將獲得廣闊發展空間，也將為各國合作共贏提供強
大支撐。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