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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并在

实践中积累了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包括: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

治党紧密结合;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

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坚持党内监督

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认真总结并系统学习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更好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 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① 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以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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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认真分析和

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更好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

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面临的时代主题和基本国情，为解决党的建设存在

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重大创新举措，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经验。只有坚

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其内外之功、刚柔之力，才能

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要位置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思想建党，主要是通过加强思想理论教育，使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

党，更要从思想上入党，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

问题。思想建党的重中之重，是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邓小平曾

经指出: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

险使革命胜利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

信念。”① 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之本，是固本培元、补钙壮骨

的基础工程。针对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我们党坚持

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抓好理论武装，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一是毫

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掌握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从根本上提高

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 二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

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要深刻领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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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新战略的核心意涵，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

做到学深悟透; 三是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和根本大法，

党规是党员思想和行为的具体遵循。要牢固树立党章党规意识，把党章党

规作为坚定理想信念的基本标准，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铲除党内不良作风

和腐败现象根本上要靠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党的建设中存在许多问

题，都与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健全有关。制度治党，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展开，解决的是管党治党规范化、常态化、

长效化的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道。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

中积累了制度治党的丰富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树立法规制度观

念，强化法规制度意识。通过法规制度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

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

氛围; 二是健全完善制度，构筑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全方位编密扎紧制度的 “笼子”，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

套、系统集成; 三是狠抓制度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制度没

有特权、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 “橡皮筋”。

思想建党，侧重以内促外; 制度治党，侧重以外促内。实践证明，管

好治好我们这个拥有 8900 多万党员、在 13 亿多人口大国执政的党，不靠

思想教育不行，仅靠思想教育也不行; 不靠制度不行，仅靠制度也不行。

只有坚持思想自律和制度他律的有机统一，实现同频共振，全面从严治党

才能落到实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

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① 一方面，要把思想建党的成功

经验升华、固化为制度，充分发挥制度的长效作用，巩固思想建党的成

果; 另一方面，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要坚持思想教育先行，以增强制度执行

的自觉性，确保制度治党的有效性。② 总之，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有效确保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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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住领导

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

保持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政治基础。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来抓，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呈现崭新气象。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关键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党的政治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

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党的政治规矩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

的政治规则和组织约束，既包括成文的纪律，也包括自我约束的不成文的

纪律。马克思在《致恩格斯》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 “我们现在必须绝对

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① 守纪律讲规矩，是我们党政治智慧的

结晶，是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针对

当下一些党员干部心无组织、目无法纪的现象，我们党着重从以下四个方

面要求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

重要。对于领导核心，邓小平指出: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②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

主张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二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是

党的力量所在，是党保持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维护党的团结

统一，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标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是严格执行

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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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

一个重要方面。”① 领导干部要强化组织观念，工作中重大问题和个人有关

事项必须按组织程序办理，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决不允许擅作

主张、我行我素; 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党员干部要把党性放在第一

位，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执行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

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一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

意识。要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努力做到党性坚强、纪律严明，永远忠诚于党; 二

是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特权思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

观、利益观，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要坚持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领导干部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大惩处力度，对滥用权者零容忍; 三是领导干部

要加强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特别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解决 “本领恐慌”问

题，不断提高领导能力专业化水平; 四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党内

政治生活准则。要旗帜鲜明突出政治性要求，与时俱进体现时代性要求，

严肃认真坚持原则性要求，坚决彻底贯彻战斗性要求，带头营造风清气正

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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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落脚点，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全面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关系、实现人民期待是根本要求。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人民庄严承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 充分体现了党情系群众、关心群众的为民情

怀，也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人民的责任担当。这就要求各级党员干

部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各

项规定落到实处。第一，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

根本宗旨，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牢记根本宗旨，要站稳

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做

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

忘，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把实现人民幸

福作为党的最高利益。牢记根本宗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

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法宝。坚

持群众路线，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优先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用实际行动夯实党执政的政治

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坚决反对 “四风”。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和党

的生死存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严重违背党的

性质和宗旨，割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横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

的一堵墙。反对 “四风”，要抓住要害、突出重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 反对形式主义，

重在解决作风漂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

假等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重在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应付、推

诿扯皮，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等问题。反对享乐主义，重在解决追名逐

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物丧志等问题。反对奢靡之风，重在解决铺

张浪费、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等问题。② 只有解决这些群众深

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重点问题，才能取信于民、赢得民心。反对 “四

风”，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抓常、抓细、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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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要充分估计“四风”的顽固性、反复性、变异性，坚持高压态势、露

头就打。要持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做到标本兼治; 第三，要

深入群众，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基本

途径是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打破党群干群之间的 “离心墙”。要着重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鼓励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

层，把群众的难点、痛点作为工作的切入点，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千方百

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不断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要顺应时代变化、社会变迁，把握群众的新诉求、新期待，不断提高做

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了解社情民意的能力，把执

政本领的提高深深扎根于群众工作的沃土中，千方百计把群众的事情做细

做实。

四 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监督，就是对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管、督促，使其结果能达到

预定的目标。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党走出了一条通过党内监督和外部

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来管党治党的路子。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指出: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

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① 实践证明，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是党在长期

执政条件下经受考验、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对于保证党组织发挥核心作

用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监督，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专门机关和全体党员按照党章和国家

法律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行的监察和督促。

党内监督具有纠错正偏、预防惩戒、约束制衡、指引促进等功能，对保证

党的肌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着眼于党内监督意识不强、制

度缺失等突出问题，党对强化党内监督提出一系列新举措新要求。一是增

强监督意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监督意识，把严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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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变成思想自觉、变成党性观念、变成纪律要求、变成实际行动; 二是落

实监督制度。监督最重要的是靠制度，党相继规定了巡视巡察、组织生

活、党内谈话、考察考核、述责述廉、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插手干预重大

事项记录等监督制度，并保证严格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 三是用好监督

武器。巡视和派驻是党内监督的两大武器。巡视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

挥了“利剑”作用。派驻监督主要是加强派驻机构对所驻部门特别是领导

班子成员的监督，有效发挥了 “前哨”作用; 四是落实主体责任。党委

( 党组) 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各级党委 ( 党组) 领导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实施各项监督制度。

除了加强党的自身监督外，还需要外部监督的补充和完善。外部监督

主要是党外相关部门、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我们党自觉引进和

接受的一种外部审视、外力鞭策。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回答民主人士黄

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说，“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外部

监督是党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保证，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

权利的重要形式。党着重从以下方面做好外部监督工作: 一是支持党外相

关部门监督。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审计机关是行使国家权

力的重要部门，政协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要确保其对国家机关和公职

人员进行依法监督和民主监督; 二是重视民主党派监督。民主监督是民主

党派的基本职能之一，要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和批评，

完善知情、沟通、反馈等相关制度和运行机制; 三是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党务、政务公开、举报热线、电视问政、互联网等方式

参与、监督、评判管党治党和党的建设工作。

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推动党内监督和外部

监督有机结合，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转变理念，增强自觉接受监督意

识，养成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工作、生活的习惯。通过设置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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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区、开设廉政留言板、微信公众平台、远程视频接访等方式，促进党内

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机融合、精准高效。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推动形成人人

要监督、人人愿监督、人人敢监督的良好氛围。

五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是我们

党必须抓紧抓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一直坚守

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方志敏在《清贫》中说: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

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① 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能否

有效遏制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

只有旗帜鲜明地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才

能获得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把保持清正廉洁、

建设廉洁政治作为党的建设的生命工程，“打虎”“拍蝇”“猎狐”同时进

行，“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

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② 积累了许多正风反腐的有益

经验。一是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高标准和守底线，是给广大党员

干部划定的两条关键线。高标准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高线，守

底线是党员干部恪守党纪国法的纪律底线。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

一方面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回答好 “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另一方面，要严守行为底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以党的纪律为尺子，守住做人、处事、用权的底线，守住党和人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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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政治责任，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 二是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

统一。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和人民

群众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

只要触犯了党 纪 国 法，都 要 受 到 严 肃 追 究 和 严 厉 惩 处，绝 不 是 一 句 空

话。”① 抓惩治，就是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发生在领导干部中

的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着力解决发生在基层

和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抓责任，就是落实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督促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

干部强化责任担当; 三是坚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查找问题，就

是要从问题入手，对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推脱，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

现问题、勇于解决问题。我们党在正风反腐的过程中把查找和解决突出问

题摆在重要位置，以反“四风”为突破口，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

“四风”种种变异问题以及顶风违纪现象，抽丝剥茧，查找根源，严肃责

任追究，加大查处力度。深化改革就是要以 “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从纷

繁复杂的问题中把握内在规律，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党中央本着破立并

举的原则，着力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

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

市巡视制度，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公权力始终为公; 四是坚持

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障。我们党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

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

准，严格选拔任用工作程序。好干部是 “选”出来的，更是 “管”出来

的。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监督。从严管理干部，就是 “要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道德养成，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使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

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② 使干部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局面，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执政骨干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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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Basic Experience in Exercising
Full and Strict Party Self-Governance

Zhan Fengtao

Abstrac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 ith Xi Jinping as the core
launched a campaign to ensure full and strict governance over the Party and
accumulated basic experience in Party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which
include: a clos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work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a
strict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rules w ith which to oversee the“key few”-leading
officials，a people-centered commitment w ith which to maintain its close ties
w ith the people，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oversight and external oversight，a
strict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lean Party w ith which to secure a sweeping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requires a systematical
study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the great struggle w ith
new contemporary features and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Keywords: Xi Jinping;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ict Party Sel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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