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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敢于和善于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是提高党内

政治生活质量的重要保

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对于

怎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提出了明确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

“团结———批评———团结”，

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的要求，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

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批评

别人也好， 自我批评也

好， 都要注重用事实说

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既不

掩盖问题又不捕风捉影，

注重从政治上看问题，以

大局为重， 从大处着眼，

原则问题不回避，枝节问

题不纠缠，不搞无原则纠

纷，不把一般问题说成是

严重问题， 不把偶然的、

个别的错误说成是一贯

的错误。坚持从团结的愿

望出发，对缺点错误进行

分析批评，帮助同志提高

认识，改过自新，即使本

人受到教育，又使其他同

志引以为戒，达到新的团

结、实现共同进步。

要严于自我解剖。胸

怀坦荡、光明磊落，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是共产党人

应有的政治品格。 要以对

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勇于

自责、勇于自省，毫不留情

地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

误， 及时打扫身上的政治

灰尘和政治微生物。 经常

对照党章党纪要求找不

足，对照焦裕禄、杨善洲等

先进典型找差距， 对照组

织、 同事、 群众意见找问

题， 经常反思自己在理想

信念、 思想觉悟、 工作作

风、 道德修养等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 对于发现的

问题， 多从主观上深入剖

析根源、认清危害，敢于触

及思想、触及灵魂，并且见

诸行动， 彻底整改， 在工

作、生活中认真加以解决。

坚决反对盲目自信、 自我

感觉良好， 对自身问题视

而不见、护短遮丑、知错不

改等错误倾向。 对待别人

的批评要心怀感激， 有听

得进刺耳之言的勇气和境

界， 即使别人的意见完全

不对， 也不要怀疑别人的

动机， 有则改之、 无则加

勉， 决不能用批评抵制批

评，搞无原则的纷争。

要勇于开展相互批

评。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

的事业第一、 人民利益第

一，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

理不讲面子，以对同志、对

组织、 对事业高度负责的

精神大胆开展批评。 发现

别人的问题要及时指出，

对问题严重的要猛击一

掌，敢于板起脸来批评，坚

决反对事不关己、 高高挂

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

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批

评要出于公心， 不能主观

武断，更不能从个人恩怨、

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

待人。要坚持以理服人，对

同志既严格要求又不求全

责备， 着眼于帮助别人提

高思想认识， 采取民主说

理的方式， 对缺点错误的

性质进行客观分析和公正

评价，在摆事实、讲道理中

让被批评者感到批评者的

诚恳和中肯。 要坚持以情

动人，做到和风细雨，润物

无声，入情入理，允许有缺

点、 犯错误的同志有一个

接受教育、 认清是非的过

程。 要知无不言、 言无不

尽，有话摆在桌面，不留尾

巴，坚决反对当面不说、背

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

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据新华社报道）

2016年，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

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制定修订党内

法规制度、 深入开展巡视

工作、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由治标为主迈向标本兼

治，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不

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完善从严治党制度体系

不久前， 备受关注的

“汉语盘点2016”年度字词

揭晓，“规”当选年度国内

字。“规”字延续了2015年

度国内字“廉”的热度，反

映了公众对建设清廉政

治、 端正社会风气的期

待。

“规矩，方圆之至也。”

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颁布实施，督促全体

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严明

政治规矩，扎紧制度之笼。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其中《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的重新修订，

对强化新形势下的党内监

督作出顶层设计， 为加强

和规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

本遵循。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

世宜则有功。”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汪玉凯认为， 以重

新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为龙

头， 加上之前公布的廉洁

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

问责条例等法规， 使党内

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 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当前党内监督

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监

督重点不聚焦问题，把

“重音” 放在加强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上，突出“关

键少数”， 强化对一把手

的监督；针对制度设计重

心偏移问题，强化自上而

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

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

级相互监督作用；针对监

督责任不明晰问题，强调

以落实监督责任为主轴，

针对不同主题规定具体

制度，把责任、制度、措施

有机统一起来……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

纪委监察局、 集美区纪委

监察局推出一则动漫《阿

集小美说“监督条例”》，以

清新明快的风格诠释《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内容，令人耳目一新，受到

党员干部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发布后，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

合实际， 认真学习贯彻条

例， 强化管党治党责任担

当， 进一步增强了开展监

督的主动性和接受监督的

自觉性， 使党内监督的制

度优势逐步显现。

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充
分显现

制度不断完善， 实践

不断深入。

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

要职责，是党内监督的“利

剑”，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举措。 在着力扎紧制

度的笼子，画出“红线”与

“边界”的同时，推动巡视

工作不断深入开展， 同样

是过去一年管党治党的重

要抓手之一。

2016年， 中央巡视在

坚持中深化、 在深化中坚

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完

善工作格局，节奏更快，力

度更大，效果更明显。截至

目前， 十八届中央巡视已

开展11轮，覆盖240多个党

组织，全覆盖率达90%。

———党 内 监 督 无 禁

区、无例外。

2016年，中央第九轮、

第十轮、 第十一轮巡视共

覆盖91家单位党组织，占

中央全覆盖任务总数的三

分之一；继完成对地方、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 中央金

融单位全覆盖之后， 今年

又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

的全覆盖， 体现了党内监

督没有禁区、 没有例外的

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中 央 巡 视 首 现

“回头看”， 巡视制度体现

创新。

2016年， 中央巡视共

对北京、天津、重庆、辽宁

等12个省区市杀出“回马

枪”，黄兴国、王珉、杨鲁

豫、 杨振超等一批领导干

部应声落马， 社会震动强

烈， 放大和延续了震慑效

应。“回头看” 还将换届纪

律执行情况作为监督重

点， 对辽宁拉票贿选案严

肃查处， 已成为新中国成

立以来查处的首起发生在

省级破坏选举制度的重大

案件。

———善用巡视成果 ，

促进标本兼治。

2016年， 中央巡视机

构共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

领导同志通报巡视情况24

次， 向中央深改办报送专

题报告35份， 为全面深化

改革提供问题导向参考。

根据反馈意见， 湖南省委

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专

项整治、 发改委党组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国资

委推动102家央企全部开

展章程修订工作， 将党建

工作纳入公司章程……有

力推动了被巡视党组织和

有关部门完善制度、 加强

管理。

———加强战略谋划 ，

构建立体网络格局。

进一步加强对省区市

和中央单位巡视工作的领

导， 积极推进建立市县巡

察制度， 基本形成了横向

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国

“一盘棋” 的巡视战略格

局。截至目前，已有16个省

区市完成巡视全覆盖，总

体覆盖率达96%；已有60家

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部

委、13家中管金融单位、74

家中央企业开展巡视工

作； 各省区市还积极推进

市县巡察工作， 创新组织

形式、 制度机制和方式方

法，打通党内监督最后“一

公里”。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2016年11月7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

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方案》， 部署在3省市设立

各级监察委员会， 从体制

机制、 制度建设上先行先

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

开积累经验。12月25日，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

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决定， 规定了试点工作

涉及的最主要、 最基本的

制度。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

后， 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反

贪等部门的转隶就要开

始。

从关于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的消息对外

发布， 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决定， 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这一“重大政治改

革”备受舆论关注。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

的重大政治改革， 对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

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

计。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的目标， 是建立党统一

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

机构。 实施组织和制度创

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

扩大监察范围， 丰富监察

手段， 实现对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

盖。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腐败是侵蚀党和国

家肌体的毒瘤， 反腐败斗

争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

亡。下一步，中央纪委将会

同全国人大机关， 研究将

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

察法， 将改革成果以法律

形式固化下来。

（据新华社报道）

2016从严治党再上新台阶：党内监督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