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中全會首次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法的背景和考慮
是什麼？昨日發佈會上，本報記者提出該問題。黃坤明在回答該問題

時表示，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
重要。「這是我們黨的寶貴經驗，我們也有深刻的體會。保證我們黨始終
成為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的堅強領導力量，必須有一個核心。」

全黨高度共識 全國人民衷心擁護
黃坤明指出，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根

本利益所在，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根本保證，是進行具有新的歷史特
點的偉大鬥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迫切需要。
他說，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開
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新局面，在改
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
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成就，實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的繼往開
來，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
讚譽。「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的偉大鬥爭實踐中，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
心，全黨的核心。」
黃坤明着重指出，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是全黨的高度共識。「在中共

十八屆六中全會文件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地方和部門以及軍隊，都希望這
次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六中全會上，中
央委員會委員一致贊成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致

認為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
的核心，是眾望所歸，當之無愧、名副其實；一致表示明確習近平總書記
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黨的共同意志，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
同心願。」

有利維護團結 國家興旺長治久安
黃坤明最後表示，明確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於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
領導，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更好凝聚力量抓住機遇、戰勝挑戰，對全
黨團結一心、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對保證中國共產黨和國家興旺發達、
長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修訂監督條例，強調黨內監
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那麼對中共最高領導人中
共中央總書記該如何實施監督？中紀委副書記吳玉
良昨日在發佈會結束回答本報記者追問時表示，即
將對外公佈的監督條例修訂稿可以看出，監督條例
首先就是對準中央委員會委員實施監督。

■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總書記該如何監督？
中紀委：黨內監督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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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昨日舉行新聞發佈會。 馬靜 攝

「習核心」確立 眾望所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中首

次出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法，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黃坤明昨
日在中共六中全會新聞發佈會上回應本報提問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成為黨
的核心，是全黨的高度共識。他說，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習近平總
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眾望所歸，當之無愧、名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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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中紀委副書記吳
玉良昨日在六中全會發佈會上回應「中國反腐是針對政治對
手的選擇式反腐」言論時表示，「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遮住持這種論調者眼睛的樹葉，就是多黨競爭制度下你整掉我、我整掉你
的思維定式，中國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

「選擇式反腐」質疑者是「一葉障目」
昨日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新聞發佈會上，有外媒記者提出輿論認為「中

國反腐是選擇性反腐，是針對政治對手的」。對此，吳玉良回應，十八大
以來，中國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老虎」「蒼蠅」一起打，拔「爛
樹」、治「病樹」，保護「森林」。他說：「拔『爛樹』，當然要從最爛
的那棵拔起，如果說這也是選擇的話，我認為這是一種工作方法。」
吳玉良說，過去有人攻擊我們不反腐，現在我們加大了反腐敗力度，又

說我們是有選擇的，這些說法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黨是全心全意
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反腐敗完全出於公心，因為腐敗分子損害的是國家
和人民的利益，與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是格格不入的。不得罪這些腐敗分
子，就會得罪13億中國人民，這是一筆再明白不過的『政治賬』。」
吳玉良稱他過去針對類似提問，曾講過「疑鄰盜斧」的故事，如今要再
補充一個成語，叫「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遮住持這種論調者眼睛的
那片樹葉，就是多黨競爭制度下你整掉我、我整掉你的思維定式。再用中
國老百姓的一句話說，就是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國政治制度是歷史選擇人民選擇
昨日發佈會上，還有美國記者提問中國領導政治制度與美國選舉體系相
比哪些更適合中國國情。中組部副部長齊玉回應說，「鞋子合腳不合腳，
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走什麼樣的政
治發展道路，必須與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歷史文化相適應。中國實行由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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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回應本報提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中組部副部長齊玉透露，十八屆六中全會
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
的若干準則》，和此前制定的準則兩者之
間相互聯繫、一脈相承，並新提出了逾
160條重大觀點和舉措。
齊玉表示，1980年，中共制定的《關於

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是第一次以黨
內法規的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作出規範，
具有開創性意義，舊準則裡的主要原則和
規定在今日仍然適用的。但是1980年的準
則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特殊時
期制定的，針對的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和主
要矛盾，現在已經過去36年，有的問題在

當時是很突出的，現在就不那麼突出了，
有的問題當時才剛剛露頭，但是現在應該
說是比較突出，而且還面臨許多新的情況
和問題。同時，中共在這些年建設中積累
了大量的新成果、新經驗，特別是十八大
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
全面從嚴治黨，在管黨治黨方面取得了顯
著的成效，有可貴的經驗，所以有必要制
定一個新的準則。

提出逾160條重大觀點舉措
齊玉表示，這次六中全會通過的新準

則，既重申了1980年準則的主要原則、
規定和要求，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

點、新的舉措、新的規定。比如強調堅
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
統一領導，涉及全黨全國性的重大方針
政策問題，只有黨中央有權作出決定和
解釋，嚴禁在黨內拉私人關係、培植個
人勢力、結成利益集團，領導幹部特別
是高級幹部必須注重家庭、家教、家
風，教育管理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
嚴格執行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
度等等。「總之，新老準則相互聯繫、
一脈相承，都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黨
內政治生活必須遵循的。」
齊玉還在發佈會上透露，新準則共三大

板塊、12個部分，其中主體部分從12個
方面對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提出明確
要求、作出具體規定。新準則提出的重大
觀點和重大舉措有160多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昨日在六中全會發佈
會上介紹，《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修訂稿共有47條，修訂主要把握五個原
則，其中一點是堅持信任不能代替監督，
強調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同時
抓住「關鍵少數」，將黨的領導機關和領
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作為監督的重
點對象。

修訂主要把握五大原則
吳玉良介紹，監督條例修訂主要把握以

下原則：一是堅持黨的領導、強化責任擔
當，領導本身包含着教育、管理和監督，

有領導權力就要負監督責任，努力做到有
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用權受監督、失
責必追究；二是堅持問題導向，不貪大求
全，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增強現
實針對性；三是堅持信任不能代替監督，
強調黨內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同時
抓住「關鍵少數」，將黨的領導機關和領
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作為監督的重
點對象；四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強化自上
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
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堅持黨內監
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規範黨內監督與其
他監督方式的關係，實現依法治國與依規
治黨的有機統一；五是堅持務實管用，兼

顧必要性和可行性，總結實踐經驗，提煉
管用的實招。

監督中央組織單設一章
他指出，修訂後的監督條例共分8章、
47條，分為三大板塊。其中在主體部分
列了27條，分別就黨的中央組織、黨委
（黨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黨的
基層組織和黨員這4類監督主體的監督職
責以及相應監督制度作出規定，形成了
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
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
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
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其
中，將黨的中央組織的監督單設一章，
是對現行條例的突破，體現黨中央以身
作則、以上率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8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黨外人士
座談會，就制定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若
干準則、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
（試行）》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
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
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

召開各民主黨派座談會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張寶文、民建中央主席陳昌智、民進
中央主席嚴雋琪、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
公黨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
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國工商聯主席
王欽敏、無黨派人士代表郭雷先後發言。
大家一致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
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
略佈局，大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着力解

決黨內政治生活中的基礎性、關鍵性、要
害性問題，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政治清
醒、歷史擔當、意志決心。建議中共中央
對中共十八大以來已經出台的一系列依規
治黨、紮緊制度籠子的重大舉措進一步制
度化、規範化，對在加強黨內監督、防腐
拒變等方面取得的顯著成效及時總結梳
理，從保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高度加
強和規範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
在認真聽取了大家發言後，習近平作了

重要講話。他指出，加強和規範黨內政治
生活，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黨要管黨、從嚴
治黨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一
條重要歷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解決當前
黨內政治生活存在突出問題的迫切需要。
希望各民主黨派始終不忘多黨合作初心，
堅持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表示，加強和規範
黨內政治生活，加強黨內監督，必須從
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做起，這是兩
部黨內法規的鮮明特色。首先，這是由
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所處的位置決
定的。他們在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
管好班子、帶好隊伍方面起着關鍵作
用。二是率先垂範、以身作則、從我做
起，是中共的優良傳統作風。三是問題

導向，十八大以來查處的一些高級幹
部，特別是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
徐才厚、令計劃等人，給中共造成的損
害是巨大的，教訓是深刻的。所以，無
論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還是貫徹準
則、條例，都要從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
幹部抓起。

確保準則成「帶電高壓線」
中組部副部長齊玉表示，加強和規範黨

內政治生活，是對全黨提出的要求，也是
全黨的共同任務，但是最重要的是抓好領
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這個「關鍵少
數」。他說，新的準則在這方面作了突出
強調，特別提出要制定高級幹部貫徹落實
本準則的實施意見。
齊玉還表示，對於嚴重違反準則規定

的，要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
以儆效尤。對管黨治黨不力、放任違反準
則行為發生的黨組織及其主要負責人，要
嚴肅追究責任，對不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
責任的黨組織，要給予追究，確保準則成
為「帶電的高壓線」。

黨內政治生活 新舊準則相承

監督條例 領導幹部列重點

落實黨內法規 抓好「關鍵少數」

黨內監督條例 廣徵黨外意見

中紀委：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近平總書記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眾
望所歸，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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