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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由中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工作
全局的高度，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

实践问题，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认
真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述，对全党准确把握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充分认识其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保持政治定力，坚定
立场方向，聚焦目标任务，把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 共分 9 个专题，收入 216 段论
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0 月 23 日期间的讲话、文章、批示等 40 多篇
重要文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日前，中央纪委机关、中央宣传部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
述，结合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
会，融会贯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
势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做好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工作。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中纪委机关中宣部联合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习

新年伊始，新《预算法》、新《环保法》等一批满

足群众期待、反映改革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正式实

施，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法治轨道稳步推进。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全面深化改革

的基本遵循、底线标准，也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

重要基石。任何层面、任何领域的改革，都应在法

律框架下实施、在法治轨道中运行，都要经受住是

否合乎法治的检验。有了法治的保驾护航，改革才

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才

能不走样、有章法。这是总结多年改革发展得出的

一条重要经验。

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央有关部门完成的 100

多项改革任务，各方面出台的 370 余条改革成

果，无不是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比

翼齐飞、相辅相成。比如，为了提高环境违法成

本，让那些与环保有关的重大改革举措于法有

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新修订的环保法，规定对“屡罚屡犯”的环境

违法行为按日计罚、上不封顶。又如，为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将政府从管理主体变为被监督对

象，实现人民监督政府花钱，我国对素有“经济

宪法”之称的预算法实施了“大修”，首次将“预

算公开”入法、部分“开闸”地方发债、首次明

确了转移支付的法律地位，开启了迈向现代财政

制度的新时代。再比如，为了解决上海自贸区试

行“负面清单”与现行法律冲突的问题，经国务

院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自贸区内暂停实

施 《外资企业法》 等法律有关规定，这被学者称

为“史无前例的过渡性安排”。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面对

“啃硬骨头”的艰巨任务，确保改革不断向深层推

进，必须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

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法治立规矩、建秩序，坚

持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

竞争、有效监管的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法律制度，以法治精神推进改革大业。全面深化

改革攻坚到哪里，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里，越是重

大改革，越要坚持法治先行，越要发挥法治的引领

和推动作用。

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十分重要。现在，一些党员、干部仍然

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习惯于“拍脑袋决策”，

缺乏法治思维，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往各种

“半拉子工程”、“政绩烂尾现象”的出现，大都与此

有关。为避免在改革中走弯路、走错路，领导干部

必须进一步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

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绝非要拘泥现行法律

规定而裹足不前。改革要闯出新路，就要善于将立

法决策与重大改革决策结合起来，通过及时做好法

律的立、改、废工作扎牢法治“篱笆”，使改革得到人

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

社会成本；就要善于将改革实践纳入制度化、法治

化轨道，促进和保证改革措施的贯彻落实，巩固改

革的经验和成果。

以法治精神推进改革大业
本报评论员

为正风肃纪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全面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述评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讯 记者
曹红艳、通讯员姜宁报道：北京
时间 1 月 11 日凌晨 3 时许，在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人员精
确控制下，我国探月工程三期再
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服务舱成功实
施近月制动，进入远月点高度约
5300 公里、近月点高度约 200 公
里、飞行周期约 8 小时的环月轨
道，继续为嫦娥五号任务开展在
轨验证试验。截至目前，服务舱
能源平衡，状态良好，地面测控
捕获及时、跟踪稳定，飞行控制
和数据接收正常，后续各项拓展
试验工作正顺利有序展开。

探月工程测控系统副总设计
师、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工
程师周建亮介绍，实施这次近月

制动的目的是在服务舱从地月系
统拉格朗日-2 点 （简称“地月
L2 点”） 转移到近月点时，通过
制动降低相对月球的速度，从而
实现环月飞行。控制服务舱最终
进入目标环月轨道所需制动量非
常大，需要分 3 次完成。首次制
动是最关键的，必须在其飞越近
月 点 时 精 准 刹 车 ， 一 旦 错 过 时
机，服务舱就会飞离月球。

据了解，北京中心后续还将
在 12日、13日凌晨连续实施两次
近月制动，使服务舱最终进入高
度约 200 公里、周期约 127 分钟
的目标环月轨道。此后，服务舱
将在这个轨道上开展相关在轨试
验，为嫦娥五号任务的关键飞控
技术进行先期试验验证。

探月工程三期

飞行试验器服务舱再进环月轨道

内页点睛

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受到表彰。荣

获大奖的创新者在荣誉背后有多少努力和付出？这一我国最高级别的科技

大奖，揭示着中国创新怎样的变化？请看“创周刊”——

向创新驱动躬行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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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向阳红 09”船 1
月 11 日电 （记者张旭东） 中
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10 日在
西南印度洋龙旂热液区下潜，取
回了 8 天前在一热液喷口布放的
自容式高温温度计和硫化物生长
仪。这是“蛟龙”号首次从海底
取回此前布放的科学仪器，体现
其定点精细作业的巨大优势。

“自容式高温温度计记录了热
液喷口 8 天的温度，其记录的数
据呈明显规律性变化。硫化物生
长仪是为观测热液喷口环境下烟
囱体的生长情况，这些数据和样
品对研究海底热液非常珍贵。”当
日搭乘“蛟龙”号下潜的国家海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陶春
辉说。

随船科学家表示，此次成功
回收仪器，体现了“蛟龙”号定

点 精 细 作 业 的 强 大 优 势 ，“ 蛟
龙 ” 号 对 深 海 研 究 来 说 是 一 把

“利器”。
当日，“蛟龙”号还搭载中国首

名女潜航员学员张奕下潜。“我负
责潜水器与母船的水声通讯，每
隔 15 分钟向母船报告一次潜水
器状态，期间学习主驾驶唐嘉陵
的航行和机械手操作，记录一些
取样的时间和地点。”张奕说，“机
械手操作确实比想象的要难，操
控它远比自己的手难很多，在这
方面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当日，“蛟龙”号还测得一高
温喷口温度为 350 摄氏度并取得
了非保压水样，找到一处非活动
硫化物堆积体，开展了一次地热
测量，获取了短柱状沉积物样 3
个、低温热液产物蛋白石 1 千克
和岩石 11.5千克。

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首次从海底取回布放科学仪器

长空亮剑 云海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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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发布最新 《全球经济展望》 称，低油价会给发展中国家中

的石油进口国带来巨大收益，油价下跌为发展中国家重建财政空间度过

增速放缓期提供了机会。

油价下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重建财政空间

4 版

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这要求“引进

来”与“走出去”并重，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引导相关产业优化布

局，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9 版

33 岁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蒋佳冀，不仅创造性地提出“新员改装

飞行五步训练法”，带出一批优秀飞行员，还连续两届问鼎空军“金头

盔”。请看“中国故事”——

（全文见二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以

后，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

台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坚持立行立改，抓

具体问题，出硬招实招，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

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落实

“两个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

组织部门为主；实现“两个全覆盖”：全面落实中央

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

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

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这些硬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各级纪

检机关正在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的坚强领导下，发

挥着上下一心、协调一致的反腐合力。各地各部

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巡视工作的

“催化”作用下，如火如荼开展起来。巡视工作快

马加鞭，派驻工作有序推进，党的纪检体制制度之

笼越织越密，“不能腐”的机制逐渐建立。

201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等，

均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前11个月，各省区市巡

视组共发现涉及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1528件、县

处级干部问题线索3853件，分别是2013年的7.5

倍和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