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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7日播發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與啟示系列述評文章第

五篇，題為《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全文如下：{ {

◆2022年 4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海南考察。圖為4月11日下午，習近平考察五指山市水滿鄉毛納村。
新華社 資料圖片

法者，治之端也。
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
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習近平
總書記深刻指出，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
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
和推動作用。
布局科學系統，推進蹄疾步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相促進，在法治下推
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開闢「中國之治」
新境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保障。

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構築「中國之治」新優勢

國徽高懸，憲法莊嚴。
2023年3月10日，人民大會堂大禮堂。全票當
選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左手撫按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右手舉拳，面向近
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鄭重宣誓。莊嚴場景，印
刻在億萬人民心頭。
憲法，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國家政治和社會生
活的最高法律規範。實行憲法宣誓制度，是推進
依憲執政、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舉
措。
四十餘載斗轉星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高
度重視法治，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
國家的基本方略。改革與法治共同推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闊步向前。
新時代的中國，躍上新的起點，也面對新的挑

戰——如何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如何解決法治領域突出問題促進
社會公平正義？如何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確保
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厲行法治，面對新形勢新任
務，習近平總書記一錘定音：「要高度重視運用
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堅持重大改革於
法有據。」
旗幟鮮明，正本清源——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
研討班上，鮮明指出一些人的認識誤區：
「一種觀點認為，改革就是要衝破法律的禁

區，現在法律的條條框框妨礙和遲滯了改革，改
革要上路、法律要讓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法
律就是要保持穩定性、權威性、適當的滯後性，
法律很難引領改革。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全面
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堅持改革決策和
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立法主動適應改革需
要，積極發揮引導、推動、規範、保障改革的作
用，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改革和法治同步推
進，增強改革的穿透力。」
高瞻遠矚，宏闊布局——
2013年11月，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八屆

三中全會在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
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設專
門一個部分部署「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2014年金秋十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全
面推進依法治國」，第一次鐫刻在黨的中央全會
歷史坐標上。
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深刻指出：「黨的十八屆
三中、四中全會分別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
依法治國作為主題並作出決定，有其緊密的內在
邏輯，可以說是一個總體戰略部署在時間軸上的
順序展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都
離不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此後，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上升到新的高度。
系統集成，頂層設計——
習近平法治思想明確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指導思
想。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
員會主任，管宏觀、謀全局，定規劃、抓落實，
推動法治領域改革向縱深推進，以法治之力護航
全面深化改革。
2021年初，《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
年）》一亮相，就受到海內外高度關注。這份規
劃與《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
年）》《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
年）》一道，勾勒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會一體建設的「施工表」「路線圖」，構建起
法治中國建設的「四樑八柱」。
築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法治

保障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巨輪劈波斬浪，行穩
致遠。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改革成效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邁上「中國之治」新台階

時值盛夏，海南自貿港機場口岸等封關運作項
目建設現場一片忙碌，「壓力測試」等各項封關
運作準備工作井然有序。
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考察時指出，「把制度集

成創新擺在突出位置」。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施行
三年來，海南緊扣改革需求制定一批相關法規，
為促進自由貿易港建設夯實法治基礎。
處理好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的關係，把深化改

革同完善立法有機結合，關係着法治進步、改革
成效。
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

採取「打包」修法、作出決定等方式，為改革順
利推進提供法律保障；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
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修改刑事訴訟法，完善
監察與刑事訴訟銜接機制；修訂國務院組織法，
為建設人民滿意的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
府和服務型政府提供堅實法治保障；修訂人民法
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確認和鞏固深化
司法體制改革成果……
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

律制度，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統一的路徑愈發
清晰。
司法體制改革「動真碰硬」，守住維護社會公

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
碧波浩渺，清風拂面，烏江幹流水面，宛若一

幅流動的畫作。曾幾何時，兩岸的生活垃圾等污
染，一度讓烏江部分江段飽受摧殘，治理困境亟
待破解。
面對難題，作為重大改革舉措的檢察機關提起

公益訴訟制度，顯示巨大威力。貴州省市縣三級
檢察機關聯動開展公益訴訟，有力督促行政部門
和地方政府依法履職、治理污染，烏江終於碧波
重現。
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英烈保

護、維護婦女權益……檢察公益訴訟觸及範圍越
來越廣，監督「利劍」效能在攻堅克難中不斷彰
顯。
解決法治領域突出問題，根本途徑在於改革。
司法資源如何科學合理配置？冤錯案件怎樣防

範？「案多人少」矛盾如何化解？……
習近平總書記為改革指明方向：「堅定不移推

進法治領域改革，堅決破除束縛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的體制機制障礙。」
推行員額制改革，讓司法力量集中到辦案一

線；推動司法責任制改革，「讓審理者裁判、由
裁判者負責」；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
度改革，守住防範冤錯案件底線；出台規定防止
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批條子」「打招呼」；認罪
認罰從寬制度、案件繁簡分流等推進實施；最高
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全覆蓋」……一系列改革舉

措環環相扣、落地見效。
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做成了想了很多

年、講了很多年但沒有做成的改革」，改的是體
制機制，破的是利益藩籬，順應的是民心所向。
廢除勞教制度、糾正冤錯案件、改革律師制

度、推進公安機關執法規範化建設……努力讓人
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
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破解案件「執行

難」、構建多元解紛機制、推進減證便民、推
動政務服務「一窗通辦」、治理「奇葩證明」
等一系列改革創新舉措，聚焦短板弱項，直擊
堵點痛點。
以法為綱，崇法善治。
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

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促進嚴格規範
公正文明執法；制定重大行政決策程序暫行條例
等，建立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機制……法治政府建
設扎實推進，依法行政煥發新氣象。
從法律體系向囊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

環節的法治體系全面提升，從「制」到「治」的
飛躍，彰顯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與全面深化改革
相互促進，改革成效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作用，
護航改革開放行穩致遠，

築牢中國式現代化法治根基

「通過！」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七次會議表決通過糧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
月1日起施行。
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習近平總書記指

出，「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確保中國人
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倉廩實，天下安。在一批改革成果、實踐經驗

基礎上，制定糧食安全保障法，對耕地保護利用
和糧食生產、儲備等各環節作出系統規定，為我
國糧食安全提供「全鏈條」保障。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

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加強法治保障，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完善制度

建設、鞏固制度基礎——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戰略機遇和風險挑
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
近年來，國家安全法、糧食安全保障法、反外
國制裁法、反間諜法、反恐怖主義法、網絡安全
法、生物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制定或修
改，逐步完善的中國特色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為
新時代推進國家安全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
代化提供最基本、最穩定、最可靠的保障。
不僅要制定法律，還要監督法律正確實施，才

能使制度基礎越發堅實鞏固。從開展執法檢查到
聽取報告再到專題詢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全鏈

條」監督模式運用更加廣泛，法律制度的「牙
齒」充分咬合。
首次聽取審議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綜合報告，首
次聽取審議國家監委有關專項工作報告，首次開
展對「兩高」專項工作報告的專題詢問……這些
「首次」，背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監督工作的
持續探索改革創新。
確保改革有序進行，以法治之力提振發展信

心，穩定社會預期——
2024年2月21日，一場民營企業家關注的座談
會——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座談會在司法部舉
行，會場氣氛熱烈。民營企業代表和專家學者暢
談對立法的意見建議。
民營經濟促進法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24年度
立法工作計劃。以法治方式保障各種所有制經濟
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優
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
用法治方式提振市場信心、穩定社會預期，激
發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有效推
動高質量發展。
制定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釐清政府權力邊

界；加強產權司法保護，讓「有恒產者有恒
心」；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創立國
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制度，創新一站式國際商事糾
紛多元化解決機制……
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一系列改革舉措，營造更加
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堅定
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健全推動高質量發展體制
機制。
增強全民法治觀念，使改革在良好的法治環境
中不斷深化——
社會和諧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
黨中央部署開展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
爭，打掉涉黑組織數量是前10年總和的1.3倍；
深入開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清除積弊沉，政
法隊伍面貌煥然一新……法治權威得到彰顯，為
進一步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營造良好社會環
境、提供組織保證。
法治的力量，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信仰。在法
治軌道上進一步深化改革，必須厚植法治社會土
壤。
今年5月，「民法典宣傳月」活動在全國如火

如荼開展，向廣大群眾普及民法典知識，提高法
律素養和法治觀念，讓民法典走到群眾身邊、走
進群眾心裏。
維護英烈尊嚴，鼓勵見義勇為，保護正當防

衛，依法懲戒「老賴」，樹立規矩意識……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立法，法治德治相得益彰，
助推社會風清氣正，讓改革發展更有保障。
改革開放大潮波瀾壯闊，在新時代奮進激盪，
向着民族復興澎湃而去；全面依法治國步履鏗
鏘，法治中國建設前景光明、催人奮進。
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繼續吹響法治與改革衝

鋒號，在改革中不斷完善法治，開創法治中國建
設新局面；在法治護航下全面深化改革，匯聚起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法治力
量，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提供堅強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