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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
全面从严治党，其精神实质概括起来讲
就是六个字：立规矩、严纪律，这是贯通
全会精神的思想红线，更是当前我们必
须牢牢坚守的共识和担当。

立规矩、严纪律是新时期党管党治
党思路的主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
情，关键在于党。但我们党仍然面临

“四大风险”和“四大挑战”，迎接挑战，
化解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
从严。全面从严治党首要的任务就是
要把规矩立起来，把纪律挺起来、严起
来。围绕立规矩、严纪律党中央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并一以贯之，
长期坚持，使之成为我们党管党治党的
工作常态和特色鲜明的工作思路。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八项规定的出台
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的切入口，成为为全体党员立规矩、
严纪律的新开端。2013年中央决定在全
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
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集中解决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又为全
体党员立了规矩、画了红线，设了边界。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不断推进，党中央又着眼“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作出了整体设计，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执政思路向深度不断推
进。2015年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又开
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开展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活动。这次六中全会明确提
出：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
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坚持纪律面
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
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

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这一系
列重大部署和战略安排，体现了党对党
员干部纪律的新约束，形成为党员干部
行为的新规范就是党中央新时期管党治
党的新思路、新要求。

立规矩、严纪律是实现依规治党、
制度治党的必然选择。

我们是一个有 8 千多万党员的大
党，怎么管党治党？习近平总书记说
过：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
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
政最大最重要的依据。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靠什么管？靠什么治？就要靠严
明纪律。所以，全面从严治党，说穿了
就是要坚持依规治党、制度治党。而只
有立规矩、严纪律才能把依规治党、制
度治党落到实处。

立规矩、严纪律是政党兴衰更替的
历史昭示。法治兴，政党兴；制度废，政
党亡。历史上很多政党在历史上昙花
一现，就是因为制度法治的缺失，把政
党的兴衰系于强人的出现而导致出现
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古语云：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所以说，依规治党、制度
治党是现代政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是
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立规矩、严纪律是防止权力滥用、杜
绝腐败的现实武器。当前，我们党内还存
在为数不少的违法乱纪和腐败行为。一
方面，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规矩还没有
立起来，纪律没有严起来。另一方面，是
由于一些党员干部还缺少一份对规矩的
本份心、对纪律的敬畏心、对制度的神圣
感。习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历行法治作
为治本之策，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
讲起来、守起来。真正做到谁把法律当儿
戏，谁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立规矩、严纪律关键在落实。
一是要抓住关键少数。这个关键

少数，六中全会明确界定就是指各级领
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
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什么

要抓关键少数。因为这些关键少数，是
我们党的事业的骨干，是我们党执政的
脊梁。领导带头都是事业前进的最大
推动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
是党章赋予的政治责任。习总书记明
确提出：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
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
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
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
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
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
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

二是要严抓党内政治生活。立规矩、
严纪律，最重要的是要严明党的政治纪
律，把政治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起
来。这次全会通过的《从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坚定理想信
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严明党的纪律、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
主、保护党员民主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
人导向、坚持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加强权力监督和建设廉洁
政治等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要
求，设立了边界，划定了禁区。这是我们
全体党员必须一体遵循的基本政治规矩，
必须严肃遵循、严格执行。

三是要强化监督，落实责任。首先
我们要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各级党
委和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责，切实担
当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切实解决主
体空位、缺位、越位问题，形成党委抓党
建，一把手抓党建的长效机制。要建立
党建工作问责机制，做到有权必有责，
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
究。其次要强化监督。全会指出：必须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不
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不受监督的特
殊党员。坚持制度治党，推进党的建
设，就要不断加强监督力度，健全监督
体系，形成监督合力，确保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作者系邵阳市
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立规矩 严纪律
——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体会

陈湘清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
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
心至关重要；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
生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充满生机、充满朝
气，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力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是行动保障和思想基础，
任何时候都含糊不得、松懈不得和动摇不得。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面对“四大考验”
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面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艰巨使命，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基本素养，更是衡量党
员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党性是否坚强、思想是否纯洁的
重要标志。

事实上，党员不是一种特殊身份，更不是一种特权，
而是肩负的特殊政治使命和历史使命。懂规矩、守纪律、
顾大局、讲原则，应成为我们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始终
不渝地遵循。只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己的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的思想和
行动才不会出现偏差，才不会被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吓倒、
被物欲横流的世俗困惑，从而坚定理想信念，不辱使命，
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盘散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这是当年孙中
山先生语重心长的告诫。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要知道，一
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看齐是
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在新的长征
路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88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来说，
如何做到全党队列整齐、步调一致，需要我们所有的党员干
部必须将增强“四个意识”作为锤炼自己党性的基本要求来
抓，不折不扣学习到位、落实到位、遵守到位，自觉坚持围绕
核心聚力、向党中央看齐，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邵阳县纪委干部）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是党员的基本素养
陆志坚

自从省里启动法官员额制改革之后，
全市两级法院法官的未来是什么？省高院
有关员额制法官考试实施细则下发之后，
那些没有考试资格的同志会怎么想？这是
作为院长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改革，大家都抱有希望和期盼，
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但每个人却有自己的
解读。有人认为改革就是要让制度更科
学，机制更灵活，程序更顺畅，人和事更协
调；也有人理解改革就是利益分配，格局
调整。我认为，通过改革，要让我们的审
判质效更高，司法公信力更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更多，法治建设更进一步，应该以
这个为价值取向。如果单纯地按照人员
分类和法官级别增加一点收入，就落入了
论资排辈的传统思维，也违背了改革的初
衷。改革很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
必然会牵涉到利益的调整，要满足所有人
的诉求，确实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要有更多互动，互相理解，都保持昂扬、
阳光的好心态。

入额了不意味着个人形象一夜之间就
高大上起来，没有入额也不等于一下子就变得渺小了。有
些同志讲了内心想法，包括牢骚怨言，是能够理解的，但当
事者不能因此而消沉，还是得振作起来。越是这样的时候，
越要咬着牙关，甚至要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悲壮，把挫折
当成一种磨练。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容易迷失方向，最
容易沉沦的，因而更要有定力和毅力。只要定力和毅力还
在，就不会丧失精气神。今后，不管面临什么事情，我建议
大家不妨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毛主席说过，风物
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人会更舒畅，心态会更好，就不会
在挫折之后将自己置于一个更加不利的境地。大家要相
信，明天的太阳依然照常升起。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修改，
大家的法官资格并没有一笔勾销。大家依然有办案的权
力，依然有办案的义务。大家要坚持不懈，用心做事，我们
的岗位依然，职责依然，权力义务依然。

我发现年轻法官中有很多素质很高的人，有些同志
看问题，思考问题，分析法律关系，都很到位。可以这么
说，年轻一代法官，有着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储备，能够
代表邵阳法院的未来。大家要看到自己的重要价值，不
要因为连参加这次入额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就对自己丧
失信心，妄自菲薄。所以，对于利益得失，大家看开一
点。任何人的进步都有一个过程，大家终究是要成长
的。还有些同志，年龄不小，资历也不浅，因为特殊原因
没有报名，但也要相信，身上的包袱总有卸掉的一天，同
样还有机会入员额。只要大家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踏实勤恳，总有收获荣光的一天。

（作者系邵阳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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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在对100个
城市观测评估后发现，一些地方政府规范
性文件法治化建设仍旧薄弱，与法治政府
建设的基本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所谓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即民间
俗称的“红头文件”。“红头文件”原本的
作用是对上位的法律法规进行具体化、
标准化和流程化，但是由于法治意识薄
弱、执法部门扩权冲动等原因，近些年来

“红头文件”出现了过多过滥、不规范不
严肃甚至越权违法等问题。

2016年9月，湖北宜昌发布“红头文
件”号召“公职人员带头生二胎”。2015
年，海南省东方市林业局发布的“红头文
件”居然伪造法律名称和条款。2014年，
四川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
李荣飚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法律文书显示，他利用“红头文件”推销
产品一次性获利600万元。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就不能让“红头文
件”成为法治短板。事实上，《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15-2020年）》等文件已对“红
头文件”的规范和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
比如，落实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制
度，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制度
等。“红头文件”出自政府及其下属部门，因
而自我规范和自我治理必不可少。

自我监管之外，更应重视外部监督力
量的引入。“红头文件”的管理对象大多属于
普通公民和各类组织，他们是各类问题“红
头文件”的利益受损者，因而他们最有意愿
和动力参与“红头文件”的规范进程。“红头
文件”增添部门特权、减损民众利益，往往是
暗箱操作的结果。如果在文件制定阶段就
引入利益相关方，公开征求意见，并认真吸
纳来自民众的意见建议，就一定能防止“红
头文件”夹带私货的现象。

地方政府的同级人大被监督法赋予
了审查监督政府政令的权力，但在现实

中人大很少主动去审查“红头文件”的合
法性和规范性。2015 年，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宣布审查政府“红头文件”，成为一
时热闻。这种将纸面权力“实操化”的举
措，值得更多地方效仿。

此外，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已授权
法院审查“红头文件”的合法性，这确实
是一大进步。但是，其间的羁绊依然存
在。一来，“红头文件”的合法性之诉只
能在具体案件中“顺带”提起，而无法单
独提起。二来，法院对不合法“红头文
件”的处置是向相关政府提出意见建议，
但相关政府如何处置并无“下文”进行规
定。上述瑕疵的存在，实际上削弱了司
法体系对“红头文件”的纠偏和制约能
力，应当引起重视。

“红头文件”问题的实质是偏离了法
治要求，补齐短板其实就是完善各种约
束力量，让“红头文件”回到法治的轨道
上来。

莫让“红头文件”成法治短板
周东飞

10月13日，贵州省贞丰县挽澜乡荣
胜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7人死
亡；10月31日，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
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3人被
困，已有多人遇难。惨痛的事故一再发
出警示：安全生产大如天，一丝一毫马虎
不得。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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