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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
构一章中专门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标志着
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得到了
确立，这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
关系的重大调整，为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
统一领导，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
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监察全覆盖，奠定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
章程，是法律的最高形式。在宪法中增写监
察委员会一节，是以最高法律形式明确了监
察委员会的地位和性质，确保国家公权力在
宪法框架之下有序运行，充分体现了全面依
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是推进
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的重要手段，是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创举，
对我国未来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历朝历代的统
治者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建设和变革，着意发

挥其举发奸邪、弹劾不法的作用。由于时代
的局限性，古代监察机构以王权或皇权为依
托，监察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穿过
历史风云，我国以朝气蓬勃、昂首挺胸的姿
态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监察制
度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各级
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于全国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依托人民手中的权力，代表人民对反
腐败的殷切期望，追求为人民利益谋幸福，
肩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铲除腐败土壤的
神圣使命。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如此
高的定位，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前所未有，势
必发挥激浊扬清的巨大威力，不断将反腐败
斗争引向深入，进一步厚植党和国家的政治
根基，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层“打虎”，基层“拍
蝇”，境外“猎狐”，反腐高潮不断，反腐力度
不减，反腐成效显著，党风政风民风为之一
新，党心政心民心上下一心。党中央从全面
从严治党出发，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全

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目前，省、市、县三级
监察委员会已经成立，纪委监委正式合署办
公，将反贪污贿赂、反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
务犯罪等力量整合起来，实现了对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覆盖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大网”，对党
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对不适用执行党纪的
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有效防止监督盲
区，全面扎紧制度之笼，必将推动反腐败斗
争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巩固和夺取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监察委员会被赋予宪法地位，
其灵和魂，其精和神，其根和本，深深植入宪
法。全国各级监察委员会将以宪法为根本
遵循，迎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春风，长成
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肩负起国家监察神圣
职责，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书写无
愧于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作者单位：邵阳市纪委）

赋予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
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陈湘林
3月初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对全市农

业农村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研究部署。乡村
振兴共20字的总要求，其重点是产业兴旺，没有
产业的发展，乡村振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前，农业发展已经到了新的历史阶段，邵阳要实
现由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的转变，必须
树立新理念，运用新技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中之重，是省委的统一部署，也是加快我市
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加强研究，搞好
对接，抓好落实。

要正确认识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农业农
村智慧产业体系，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
技术为依托，以生产组织智能化、产品质量可溯
化、市场经营网络化、社会服务专业化为目标，以
品牌建设为驱动力，建立一个具有自组织、自学习
和自适应能力的产业智慧生态系统，从而实现整
个产业链要素的扁平化组织与资源共享。其主要
特征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服务的全面融合发展，来推动农业发展的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加快构建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运用现
代理念和技术发展精细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努力解决农业资源碎片化、市场信息不对
称、农产品质量监管不到位、农业品牌带动力不强
等问题。

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建设。党
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市第
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充分利用我市是湖南主要的
商品粮和畜牧业出口基地的优势，努力打造湘中湘
西南规模最大的农副产品基地。市委农村工作会
议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大力推进农业农村智慧产
业体系建设。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省委、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及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高度重视农业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建设，摒弃老
思路、老办法，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牢牢抓住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为我市农业转型升
级、提质进档提供强劲驱动力，努力抢占农业现代
化的制高点，助力农业农村经济实现全面振兴。

要有序推进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建设。农业农
村智慧产业体系是一个新事物，也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做好智慧平台、网络体系、品类品牌、服务
体系、零售网络等的建设，全面推广需要一个过
程。所以，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又要加快实践探
索。要通过加强调查研究，结合邵阳实际并借鉴
成功经验，提出可行方案；要通过开展试点示范，
选择一些基础条件比较好的产业或区域进行试
点，总结经验后再进行推广；要动员社会各方力
量，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形成构建农业农村智慧
产业体系的强大合力，力争农村智慧产业体系建
设早日取得重大突破。

坚持创新引领
发展智慧农业

常 华

我市紧紧围绕“破解监管难题，提高群
众幸福指数”总体工作目标，以开展食品安
全示范创建为引领，突出党政同责、社会共
治和创建实效，以示范创建为引领破解食药
监管难题，全面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
平，取得显著成效。

突出“党政同责”。在全市开展食品药
品安全示范创建活动，加强督促指导，食
安委各成员单位按照部门职能，积极参
与，强力推进。形成“食安委抓总、各部门
协同、县市区跟进”的责任体系，并将示范
创建列入各级各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绩效考评成绩，将具体任务、实施办法、时
间进程、操作步骤等细化到岗，责任到人，
确保监管部门有责任、有岗位、有人员、有
手段。

突出“社会共治”。一方面，市食药监局
通过送法上门、发放宣传手册、制度上墙等
多种形式，加强对食品药品从业人员的法律
宣传，严格落实各项制度，着力提高企业负
责人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质量意识和诚
信意识。另一方面，组织开展主题宣传，结
合食品安全宣传周、安全用药宣传月、食品
药品安全知识“四进”等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为群众现场咨询答疑解惑等

形式，积极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
品药品安全工作的宣传，同时强化媒体宣
传，增强公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

突出“创建实效”。坚持把示范创建的
过程变成提高全市食品药品安全水平、为老
百姓谋利解忧办实事的过程，变成环境持续
改善、秩序持续好转、服务持续优化、人民持
续受益的过程。聚焦群众关切的重点环节，
持续开展食品安全“护苗”、“护老”、“净源”、

“三小整治”等专项行动，尽最大努力把好事
办好、把实事办实，真正使创建工作成为社
会认可、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通过示范创建，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实现“三个突破”。一是在解决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上有新突破。联合市城管、公安、卫
生等部门开展对餐饮单位集中整治，按照

“硬件从实、软件从严”建设要求，实施“关停
并转”治理，大力推行“明厨亮灶”工程、“文
明餐桌”行动以及量化分级管理，签订餐饮
安全承诺书，督促企业建立食品、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索证索票和
进货查验制度。从小处着手，从实处用力，
合力攻坚，促使全市食品“三小”行业取得环
境大改善、卫生大改观、质量大提升的实际
效果。二是在加强科学规范监管上有新突

破。注重发挥好市食安办牵头抓总的“指挥
棒”作用，协调督促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按
照部门职能，加强规范管理，形成多部门协
同推进的整体合力。市教育局下发文件，加
强对学校食堂管理，将校园食品安全作为学
校负责人工作绩效的重点指标之一；市城管
局组织力量，集中整治校园周边食品摊贩，
净化了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环境；市粮食局加
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强化粮油质量安全检
验，打造“放心粮油”示范工程；市畜牧水产
局认真落实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要求，
不断提升畜禽养殖生产水平。三是在加强
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上有新突破。针对全市
基层市场监管所人员数量不足、执法装备不
强、监管能力较弱的问题，市食药监部门通
过与市编办、人社局等部门全力协调，全市9
个综合设置的县（市）局全部如期更名挂牌
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201个乡
镇（街道）都建立了食药监管所，建立了村
（社区）协管员队伍，实现了监管触角向基层
延伸。全市各级政府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的
食品药品监管专项经费达1962.29 万元，比
往年增长35.44%。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设备
达标率达到96%以上。

（作者单位：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坚持“三个突出” 实现“三个突破”
刘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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