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

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

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

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

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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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脑脑袋袋决决策策
跑跑到到哪哪都都要要负负责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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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
机制非常重要，这个机制能使
决策更加科学化，我对此深有
体会。2011年12月份，我来到阳
信县水落坡镇任党委书记。刚
来之初，了解到镇上居民在从
事古旧家具的收购、买卖上以
单干为主，形不成规模，镇上召
集村民召开了座谈会，在充分
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镇里
聘请专家，高规格地规划了鲁
北地区民俗文化园区。3年来，
水落坡镇严格按照依法决策机
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
纳入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中
来。

推进依法治国可以让公务
员依法办事，实实在在地解决
百姓的一些困难，减少基层信
访量。我们镇上今年也加强了
基层党建工作，镇纪委书记不
再分管经济、招商引资、农业等
工作，专门负责违法违纪等纪
律检查监督工作，并建立干部
约谈机制。这样一来，强化了干
部的责任心，也让群体上访案
件大大减少。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整理

张新国

滨州市阳信县水落坡镇党委书记

依法办事

才能解百姓困难

17城17人
我的法治梦

透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四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到，会议
对深化国家的法治建设提出更
高的要求。

尤其是旗帜鲜明地强调依
法治国必须坚定地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认为这
是中国特色依法治国道路的根
本特征，使中国的依法治国之
路区别于西方多党制下的法
治。同时，全会强调加强党的领
导绝不意味着党可以凌驾于法
律之上，相反，党必须在宪法和
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成为坚守
法治的模范。

公报使从事法学教育工作
的我对未来法治中国的实现充
满期待，相信四中全会规划的
法治中国蓝图必将为“中国梦”
的实现，为中国在世界树立法
治国家形象提供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许君丽 整理

党要成为

坚守法治的模范

本报记者 李钢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

禁止“部门自我授权”

“权力清单制度，并不是
新提法，但在依法治国的文
件里提出来，还是有一定意
义的。”山东省委党校政法
教研室教授张杰说，“权责
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关键，
但长期以来，部分政府部门
存在“自我授权”的现象，即
通过本部门的规章等赋予
了自己新的权力，甚至法外
之权。

张杰表示，本届政府从
组成伊始就开始进行清理行
政审批事项。例如今年3月，国
务院60个部门首“晒”权力清
单，承诺将在去年取消下放
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
取消下放200项以上。各省份
也大力推进这场“政府的自我
革命”。今年，山东省也首晒权
力清单。今后，未列入目录的

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不得在山
东省实施。

“权责真正实现法定，法
外不得为，这才能真正保障依
法行政。”国家行政学院政府
法治咨询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生导师杨伟东教授也表示，四
中全会公报重新强调这一点
仍有很大现实意义。

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杜绝“拍脑袋”决策

“在对法治政府的论述
中，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是一大亮点。”杨伟东教授认
为，首先公报对决策的法律
程序进行了明确。

“这表明无论决策的效
果如何，如果决策没有经过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
定确定这些法定程序，决策
就是违法的，决策者是要追
责的。”杨伟东说

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
室教授张杰同样认为，这样的

法定决策程序可以使领导干
部的决策更加审慎，而减少

“拍脑袋”决策。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更会使
得领导干部审慎决策。”杨伟
东表示。

我国虽然早就建立了追
责制度，但往往是只在其在
位时追究，而一旦离开该岗
位或者是退休后，一般不再
追究。这样就因领导的任期
制度，而使得很多领导干部
出现决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
问题。

“现在，不管你离开原有
岗位还是退休，只要重大决策
存在失误，同样可以追责，这
就使领导干部在决策时更加
审慎。”张杰说。

“此外，对于集体决策的
责任分担，也应建立比较明
确的制度，否则也可能会影
响决策。”杨伟东说，如果明
确集体决策中，责任由每个人
的态度等决定，不仅有利于审
慎决策，也有利于民主决策的
推进。

法治挂钩政绩考核

使干部自觉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各
级领导干部要先带头。”杨伟
东表示，如何才能促使领导
干部主动用法治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却需要一定制度
支撑，而纳入政绩考核就是制
度保障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
保障。

杨伟东表示，对领导干部
的考核制度往往具有很强
的导向性。他举例说，就像
以GDP为导向的考核，肯定
会促使领导干部甚至不惜采
取各种方式来发展GDP，这
是因为考核的成绩会影响其
升迁。

“将党员干部法治思维
和依法办事能力，法治建设
纳入政绩考核，就可以发挥
很强的导向作用。”张杰也
表示，一旦实现这种考核，
会使得领导干部自觉地用
法治方法来行政。

公报指出，各级领导干
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
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
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徇私枉法。提高党员干部法
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
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
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
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
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

重要内容。
“公报把提高党员干部

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
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
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
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
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
部重要内容。”浙江大学教授
钱弘道说。

“制定、实施法律中，最
重要是领导干部、公务员要有
法治素养，不能没有实施法律
的动力。如果法治不能与他的
政绩挂钩，他就根本不可能认
真、很好地执法、守法。建立法
治考核评价制度能保证法律
得到实施。这是极其重要的规
定，将对法治建设产生深远的
影响。”钱弘道说。

从事法治评估多年的钱
弘道告诉记者，法治是可以
评估的，可以量化的。“法治评
估，有利于约束公务员队伍，
也有利于法治政府的建立。现
在就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
估体系，但应让第三方评估，
这样才能确保评估的公正
性。”钱弘道告诉记者。

“长期坚持下去，会营造
党员干部遵法守法的氛围，
有利于法律的实施。法律的
关键在于实施，如果党员干
部带头，那么法律能较容易
得到实施，法治精神才能真
正培养起来，才能形成全社
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钱弘道说。

本报记者 寇润涛
朱洪蕾 刘帅

培培养养法法治治精精神神，，干干部部要要带带头头

城管对街头小贩执法。（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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