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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立規 正人先正己
籌組國家監察委員會 嚴把用人關為換屆提供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共產黨第十八

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

全體會議昨日在京閉幕。會議

部署了2017年七項重點工作，

其中包括防止「四風」回潮反

彈；籌備組建國家監察委員

會；為中央和地方換屆提供組

織幹部保障；重點遏制腐敗增

量等。大會還審議通過了《中

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

紀工作規則（試行）》，強調

紀檢幹部要帶頭強化自我約

束，把監督執紀權力關進制度

籠子，做到正人先正己。

公報透露，今年要重點開展七項紀
律檢查工作，全面從嚴治黨縱深

發展。以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黨內監
督條例為尺子，加強對貫徹落實六中
全會精神情況的監督檢查，嚴明政治
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維護黨的團結
統一。嚴把選人用人政治關、廉潔
關，防止幹部「帶病提拔」、「帶病
上崗」，為中央和地方換屆提供組
織、幹部保障。 此外，也要把糾正
「四風」往深裡抓、實裡做，緊盯老
問題，關注新動向，堅決防止反彈回
潮。對執紀審查對象存在「四風」問
題的，要先於其他問題查處和通報。
推動各級黨組織解決黨內政治生活中
存在的突出問題，抓住「關鍵少
數」，層層落實責任。嚴格執行問責
條例，加大問責力度，激發擔當精
神。

公開貪官懺悔錄作反面教材
扎實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完善黨和
國家自我監督是中紀委全會今年部署

的一項重點工作。公報指出，今年中
央紀委牽頭抓總，落實改革方案，推
動制定國家監察法，籌備組建國家監
察委員會。中央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要
加強指導、協調和服務，試點地區黨
委負主責，紀委要抓好組織實施，整
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
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
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省市縣三級監
察委員會，構建集中統一、權威高效
的監察體系。
公報也指出，今年要繼續鞏固反腐
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全面加強紀律建
設，有效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
態」，在加強日常管理監督上下功
夫。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力度不減、
節奏不變，堅決減少腐敗存量，重點
遏制增量。嚴肅查處群眾身邊的不正
之風和腐敗問題，深化反腐敗國際合
作。深刻剖析典型案件，懺悔錄能公
開的都要公開，充分發揮反面教材作
用。
此外，中紀委今年還將完成對中管

高校的巡視，實現黨中央一屆任期巡
視全覆蓋目標，總結提煉黨的十八大
以來巡視工作經驗，把巡視創新實踐
固化為制度成果。圍繞全面從嚴治
黨，持續深化「三轉」，推進紀檢機
關內部體制改革，完善派駐工作機
制，發揮監督作用。

通過執紀規則實現自我監管
這次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

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試
行）》。大會一致認為，制定監督執
紀工作規則，落實全面從嚴治黨部
署，帶頭強化自我約束，把監督執紀
權力關進制度籠子，做到正人先正己
的實際行動，充分表明了嚴格要求自
律的擔當和決心。
全會指出，規則緊扣監督執紀工作

流程，明確請示報告、線索處置、初
步核實、立案審查、案件審理、涉案
款物管理等工作規程；規定談話函詢
的工作程序，執紀審查的審批權限，
調查談話和證據收集的具體要求；提

煉有效管用實招，上升為制度規範，
把紀委的自我監督同接受黨內監督、
社會監督等有機結合，確保黨和人民
賦予的權力不被濫用。中央紀委要帶
頭執行規則，加強對監督執紀工作的
領導、管理和監督，各級紀委要切實
履行自身建設主體責任，嚴肅處理執
紀違紀、失職失責行為。

紀委今年七大工作重點
■ 第一，嚴把選人用人政治關、廉潔關，防止幹部

「帶病提拔」、「帶病上崗」，為中央和地方換
屆提供組織、幹部保障。

■ 第二，把糾正「四風」往深裡抓、實裡做，緊盯
老問題，關注新動向，堅決防止反彈回潮。對執
紀審查對象存在「四風」問題的，要先於其他問
題查處和通報。

■ 第三，推動各級黨組織解決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
的突出問題，抓住「關鍵少數」，層層落實責
任。嚴格執行問責條例，加大問責力度，激發擔
當精神。

■ 第四，推動制定國家監察法，籌備組建國家監察
委員會。中央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要加強指導、協
調和服務，試點地區黨委負主責，紀委要抓好組
織實施，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等
工作力量，成立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構建集
中統一、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

■ 第五，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力度不減、節奏不
變，堅決減少腐敗存量，重點遏制增量。嚴肅查
處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深化反腐敗
國際合作。

■ 第六，完成對中管高校的巡視，實現黨中央一屆
任期巡視全覆蓋目標，總結提煉黨的十八大以來
巡視工作經驗，把巡視創新實踐固化為制度成
果。

■ 第七，做好紀委領導班子換屆工作，統籌幹部選
拔、培養、交流、使用，嚴格落實監督執紀工作
規則，建設一支讓黨放心、人民信賴的隊伍。

資料來源：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紀委工作五點體會
■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黨中央的集中統一

領導，必須向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看
齊，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 第二，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嚴肅黨內政治生
活這個根本，紮緊制度籠子，強化黨內監督。

■ 第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黨治黨政治責
任落實到基層，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 第四，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要把紀委的自我監督
與黨內監督、社會監督有機結合起來，自覺接受
黨和人民考驗。

■ 第五，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從寬鬆軟到嚴
緊硬是一個長期過程，要在堅持中深化、在深化
中堅持。

資料來源：新華社

十八屆中紀委七次全會在閉幕公報
中信息點很多，一大看點就是回應了
一則重要命題：誰來監督中紀委？

回望四年前，當十八屆中紀委產生的時候，沒有人能預
見，這屆中紀委成為中共黨史上反腐成就最大、作風最強
勢的一屆。電影《老炮》中的主人公，把舉報信寄給「中
紀委」的情節，折射着中紀委權威直達巷陌市井的現實力
度。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受監督的權力是極其

危險的，這是一條鐵律」。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去年11
月於《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中的這句話，體現了執政
黨對權力運行規律的清醒認知。時任山西省紀委書記的金
道銘在落馬後反思貪腐心跡時坦言：誰還能管到紀委呢？
中紀委專題片《打鐵還需自身硬》在全會召開前推出是

有的放矢，有現實針對性。事實上，王岐山在去年12月
初到江蘇鎮江調研時，就提出了誰來監督紀委的命題。他
強調要強化自我監督，防止「燈下黑」。一批紀檢系統
「內鬼」在鏡頭面前懺悔，展現了中紀委清理門戶、肅清
「內鬼」的堅定決心。據悉，此次全會發放了嚴重違紀紀
檢監察幹部的懺悔錄和剖析材料。
從全會公報看，專闢文字最長的一段，特別提及全會審

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
（試行）》，正是執紀者在力圖回答「誰來監督，如何監
督」的問題。無論是明確請示報告、線索處置、審查審
理、涉案款物管理工作規程，還是建立審查過程全程錄音
錄像、打聽案情和說情干預登記備案等制度，抑或是公開
曝光常態化，讓黨內監督、群眾監督和媒體監督都發揮作
用，都意在通過諸多制度的構建，防止紀委權力的濫用。

七次全會是十八屆中紀委最後一次部署全年工作的全
會。若能解決好「誰來監督紀委」的重大命題，這無疑是
本屆中紀委留下的一筆重要政治遺產。

■記者 楊帆

誰來監督中紀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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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9月 中日韓重啟自貿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產業通商部公佈，韓中日自由貿易協
定（FTA）第十一輪談判將從9日起在
中國北京舉行，為期三天。

磋商金融通信等領域
報道稱，三方將就貨貿基本方針、
服貿自由化方式等核心問題進行集中
討論。從此次談判開始，三國還將正

式啟動有關金融、通信、自然人移動
等領域的磋商。
2012年11月，韓中日三國在柬埔寨

舉行經貿部長會議，正式宣佈啟動韓
中日FTA談判。2013年3月，三方在
首爾舉行第一輪談判，至今共進行了
十輪談判。此前，三方的第十輪談判
於2016年4月5日在首爾舉行。
相較於之前，第11輪談判相距第十

輪已經間隔超過9個月時間，談判節奏
明顯放緩。2016年10月29日韓中日舉
行經貿部長會議，三方商定加快談判
速度。

中韓將查FTA落實情況
另外，在此次北京之行中，韓方將
於13日和中方舉行首屆韓中FTA聯委
會會議，就兩國的FTA落實情況進行

檢查。雙方經貿部門將於此前的9日、
11日和12日分別舉行各領域的執委會
會議，就關稅、原產地規定、貨物貿
易、服務貿易和投資及自然人移動等
詳細落實方案進行討論。
中韓兩國自貿協定已於2015年12月
底生效，至今實施超過一年。
按照中韓自貿協定安排，今年1月1

日起啟動兩國商品的第三輪減稅。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

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
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對本報表示，中
紀委第七次全會公報釋放六大信號，
中國反腐已經完成「不敢腐」目標，
下一步將進入「不能腐」和「不想
腐」階段，要實現這兩個目標重點還
是要依靠制度反腐。

明年兩會料成立國監委
汪玉凱詳解中紀委是次全會有六大
看點。其一，中國反腐敗壓倒性勝利
的格局已經形成，全會對過去幾年特
別是十八大以來反腐敗工作進行了系
統總結，作出反腐敗取得壓倒性勝利

的重大判斷。其二，中國下一步反腐
重點將發生重大變化，十八大之後主
要解決腐敗存量問題，未來反腐重點
將解決遏制腐敗增量問題，凡是不收
手的腐敗分子將得到非常嚴厲的懲
處。
汪玉凱認為，第三個看點是中紀委
全會透露出中國反腐敗進程中「不敢
腐」的基本目標已經實現，下一步將
重點解決「不能腐」和「不想腐」問
題，這就需要進行制度反腐，「中國
正在構建反腐制度框架，未來主要着
力點在『不能腐』，當然這個過程是
漫長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實現
這個目標對中共而言是重大考驗。」
汪玉凱認為，對國家監察委員會做
出系統安排是本次中紀委全會的第四

個看點，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部
署。「我個人認為，這次全會以後北
京、浙江、山西的監察改革試點會盡
快，國家監察委員會的籌備也會進一
步加快，而且這個機構是在中紀委的
直接實施下組建和進行制度設計。我
估計在十九大會做出正式決定，明年
兩會換屆之時會通過人大正式推出國
家監察委員會。這是一項非常重大的
改革，意味着將實現權力監督的全覆
蓋，行政權力、黨員幹部權力、司法
權力等等都在監督之內。過去體制內
的監督一直沒有好的辦法，國家監察
委員會成立後將形成新的監督框
架。」
汪玉凱指出，從中紀委全會可以看
出第五個看點是2017年中國反腐依然

嚴峻，高壓態勢不減。

紀檢監察加強自身監督
「第六個看點也是本次全會的一

大亮點，那就中紀委特別提出加強
對紀檢監察機關和幹部自身的監
督。」汪玉凱說：「這是反腐到一
個階段後必然遇到的話題，那就是
誰來監督中紀委。從習近平講話和
全會公報可以看出，中央正在要求
紀檢機關和幹部一定要自身硬。全
會召開之前中紀委播出的紀錄片曝
光中紀委內鬼，一方面不護短，但
也暴露出紀檢機關自身腐敗已經到
了很嚴峻的地步，最大的腐敗就是
出自紀委和檢察系統，所以自身監
督一定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反腐進入「不能腐」「不想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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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磊當選中紀委副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昨日閉幕的中共第十八屆中央紀律
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全會還通過
了相關人事事項，北京市原紀委書記李
書磊當選中紀委副書記。中辦原副主任
王仲田被撤銷黨內職務，中央紀委駐交
通運輸部紀檢組組長李建波受到黨內嚴
重警告，被責令辭去中紀委委員。
公開簡歷顯示，李書磊生於1964年1

月，現年53歲，河南原陽人。媒體報
道，李書磊曾有「神童」之稱，1978
年，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年僅14歲的
他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此後又
考取北大碩士博士學位。研究生畢業
後他在中央黨校工作25年，歷經中央
黨校文史教研部講師、副教授，文史
教研部主任、教授，校委委員、培訓
部主任等崗位，2008年44歲時出任中

央黨校副校長。
2014年初，李書磊離開中央黨校，在

福建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16年
1月，出任北京市紀委書記，公開履歷
顯示，此係李書磊第一次在紀檢系統任
職。此番李書磊出任中紀委副書記，中
紀委領導班子形成了「一正七副」架
構，比十八屆中紀委一次全會上產生的
「一正八副」架構少一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
會議於會議於11月月66日至日至88日在北京舉行日在北京舉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岐山代表中央紀委常委會作工作報
告。 網上圖片

■李書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