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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並非超級權力機構
楊曉渡：監管空白地帶 防止小錯變大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中央紀委副書記、監

察部部長楊曉渡5日在「部長通

道」接受採訪時表示，國家監察

委員會與中紀委合署辦公並不意

味着會成為「超級權力機構」。

他說，檢察院反貪系統加入監察

委後，中央紀委、監察委機關和

地方紀委監察委機關人員共增

10%，職權行使範圍有所擴

大，但職權類型基本與過去大致

相同，不存在太多擴權行為。這

位部長還強調，紀委和監察委職

責互補，互相增強但不能替代，

不會出現以紀委為主導「以紀代

法」現象。

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後將與中紀委
合署辦公，引發外界「將成為一

個超級權力機構」的猜想。對此，楊曉
渡回應，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以及
全國檢察院反貪系統加入國家監察委
後，中央紀委、監察委機關和地方紀委
監察委機關人員共增10%，將來職權行
使範圍有所擴大，但職權類型基本和過
去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和國家行政監察工
作職權方式大致相同，並沒太多擴權行
為。

工作對象增加兩倍
楊曉渡稱，過去中國反腐敗監督過程
中存在空白地帶，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
人員的監督沒有跟上。這次設立國家監
察委，將對這個空白地帶應用監察法授
權監督、調查和處置，用國家監察方式
把該空白地帶監管起來。「我們的責任
增加了很多，從全國各地實踐看，工作
對象也要增加百分之兩百以上。但是我
們不是超級權力機構，所做的大量工
作，是拉拉袖子提個醒的工作、是監督
的工作、是防止人犯錯誤、防止人由小
錯誤變成大錯誤的工作。」

紀委監委各有職責
國家監察委與中紀委合署辦公後，會

否出現以紀委為主導、「以紀代法」現
象？楊曉渡表示，紀委和監察委各有職
責，紀委要按照黨中央要求，認真履行
紀律檢查的監督、執紀、問責職責。監
察委則按照監察法規定，認真履行監
督、調查、處置職責。「紀委和監察委
的職責是互補的，互相有增強作用，但
互相不能替代。」
如何對中紀委和監察委實施監督？楊

曉渡解釋說，中紀委和監察委內部有非
常嚴格的監督機制，幹部監督室和機關
紀委都會負責監督監察內部幹部，履行
黨紀和監察法規定的監督職能。此外，
中紀委和監察委還接受黨中央和全國人
大的監督，並接受來自社會及輿論等各
方面的監督。
楊曉渡介紹，十九大至今，已查處了

一名國家領導人和29名中管幹部。
「對於極少數不收斂不收手的腐敗分
子，我們的懲處一定是堅決有力地保持
反腐敗的高壓態勢。」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式
後的「部長通道」安排了監察部、
國台辦、商務部等6位重量級部

長，但接受採訪的時間加起來還不到一個小時。排在前面
的部長還能回答三個問題，到最後，一個部長就只能回答
一個問題。最有趣的是交通部部長李小鵬，簡單回答了三
個問題後就被工作人員「催離現場」。現場主持人笑言：
「交通部工作人員告訴我李部長的問題還沒回答完，但是
時間緊張，我們只能讓李部長先走，回頭我再與他聯
繫。」
部長們言未盡，記者們也覺得不過癮。不過，昨天現場
問題還算有點滋味，「監察委與中紀委合署辦公會不會是
超級權力機構」、「中紀委會不會成為主導，以紀代
法」、「民間武統聲音高漲，如何回應」等問題相繼獲得
回答，也算是滿足了老記們想喝一碗「胡辣湯」的小小願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兩會報道

部長言未盡
記者不過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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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絕不答應「台獨」「拆房毀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兩會報

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
5日在「部長通道」上表示，兩岸關係
陷入政治僵局，責任完全在台灣當局。
他說，2018年兩岸關係更趨嚴峻複雜，
對台工作也面臨更多風險和挑戰，主要
因為台灣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
則的「九二共識」。被問到如何看待
「民間武統聲音高漲」時，張志軍回
應，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兩
岸同胞根本利益，但如果有人錯判形
勢、執意推動「台獨」分裂，要想「拆
房毀田」，包括台灣同胞在內所有中國
人絕不會答應。他重申，大陸會保證對
台31條利好措施落實到位，還會研究出
台更多含金量更高的政策措施。

31項措施言必行行必果
張志軍分析，島內各種分裂勢力動作
頻頻、興風作浪，外部勢力也加大了干
預、介入力度。「這些消極因素阻擋不
了兩岸關係向前邁進的步伐，也改變不
了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張志軍指出，新時代對台工作應重點做

好四方面，首先，堅持「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方針，及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扎實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其次，堅決

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
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積
極擴大和深化兩岸在經濟、文化各領域的
交流合作。此前大陸公佈促進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合作的31項措施，會言必行，行
必果，還會根據新情況、新需求，研究出
台更多含金量更高的措施；第四，要廣泛
團結台灣同胞，加強與台灣地區所有認同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各政黨、
團體、人士交流合作，有力維護和推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努力匯聚起推動祖國和
平統一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
大力量。

對台大政方針絕不改變
就如何看待「由於台灣當局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民間武統聲音高漲」的提
問，張志軍回應，只有回到「九二共識」
這個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局
面才能得以維護，兩岸關係上空這片烏雲
才能被驅散，才能真正撥雲見日。
張志軍強調，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

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但我更要強
調的是，如果有人錯判形勢，執意推動
『台獨』分裂，要想拆房毀田，拆毀我們
這個家，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人
都絕不答應，整個中華民族也絕不會答
應，他們這樣做也必定是徒勞的。

部長通道速遞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

雄安新區佈局高效交通網絡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5日在「部長通道」表示，交通運輸部將在雄安新區
推動一批重點骨幹交通項目開工建設，在雄安新區佈局高效的交通網絡。

李小鵬介紹，對雄安新區交通路網建設，交通部開展了一系列規劃研究，
也推動了一批重大項目建設，京雄城際鐵路（北京至雄安新區）和津石高
速鐵路（天津至石家莊）都已開工建設。下一步，交通部還將推動一批重
點骨幹交通項目開工建設，比如京雄高速公路、榮烏高速公路（山東榮成
至內蒙古烏海）雄安段改造項目等。

針對共享單車存在的亂停亂放、維護不及時、押金難退等問題，李小鵬分
析，既有政府不作為、服務不到位的問題，也有企業服務不到位的問題，
還有極少數用戶不文明使用等原因，需要政府、企業和使用者共同治理，
解決問題。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中國糧食不是化肥喂出來的

中國糧食連年增產，卻被質疑是化肥喂出來的。農業部部長韓長賦5日在
「部長通道」回應說，化肥確實對糧食增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不能說是
化肥喂出來的。他說，中國糧食連續五年穩定1.2萬億斤台階上，中國人的
飯碗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韓長賦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糧食產量從當年的6,000億斤，達到1.2
萬億斤，首先是靠政策，二靠科學，三靠投入，還有一個熟知的說法是：
「政策好、人努力、天幫忙」。2017年，中國的化肥使用實現了負增長，
但這位部長亦坦言，中國化肥確實用得多，對環境也有影響，下一步要大
力推進農業的綠色發展，減少化肥使用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兩會報道

■■33月月55日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辦首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辦首
場場「「部長通道部長通道」」集中採訪活動集中採訪活動。。 中新社中新社

■■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 中新社中新社 ■■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 中新社中新社■■監察部部長楊曉渡監察部部長楊曉渡 中新社中新社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農業部部長韓長賦 中新社中新社

馬化騰：數字中國網絡強國是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全國人大代

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5
日在北京透露，在剛剛過去的春節，微信全球月
活躍用戶數首次突破10億大關。未來，希望用科
技創新推動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
當天上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

前，包括馬化騰在內的10位全國人大代表首次走
上「代表通道」，接受採訪。
「非常榮幸作為連任的老代表，在這裡和大家
分享我對改革開放40年的感受。」馬化騰說，改
革開放是中國的一個偉大成就，人類歷史上從來
沒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時期，能在短短40年時
間裡，實現超過7億人口的脫貧。
提到改革開放，馬化騰表示，不得不提改革開
放的窗口深圳。1984年到深圳的他，自稱「是深
圳特區發展的一個見證者、親歷者，也是受益
者。」騰訊從20年前5個人的小企業發展到現在
4萬多人，同時，深圳也從改革開放前的邊陲小
村變成現代化大都市，GDP突破2.2萬億元人民
幣，見證了改革開放的成功。

扮演「帶路」建設重要角色
馬化騰表示，中共十八大的5年以來，國家經

濟增長質量不斷提升，尤其是在互聯網和科技領
域裡發展更加迅猛。全球十大互聯網企業裡，中
國企業已經佔了4名。出現了包括高鐵、網購、
移動支付和共享單車在內的中國「新四大發
明」。
履職全國人大代表第6年的馬化騰說，歷年來

提出的數十個建議中，主要聚焦互聯網和新經
濟，主題從「互聯網+」到數字經濟再到今年的
「數字中國」。
馬化騰解釋，「在2015年的兩會建議裡面，我

們提到了互聯網+，在2017年又提到了數字經
濟，今年又提到數字中國，我想，這幾個名詞的
關係就是，互聯網+是手段，數字經濟是結果，
數字中國和網絡強國是我們的目的。」未來，希
望用科技創新推動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自己所
處的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更
加重要的角色。

■馬化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