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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出席政协常委会阐述反腐“三步走”

不不敢敢腐腐初初见见效效，，正正向向不不能能腐腐迈迈进进

王岐山报告传递 个信号

8月25日，王岐山出席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的讲话，透露了以下5个新动向。

1 中央反腐败初心不改，决心不变。在会议的最后，有

委员问到“反腐有无时间表”，王岐山以“反腐永远在路上”作
为结语。

2 作为参政议政机构，政协可能会在反腐制度建设

方面，提供更多智囊作用。

3 中央不会因为担心官员不作为而在反腐败问题上

有所放松。媒体报道，广东侨联副主席李葳提出一些地方存
在因推进反腐而不作为现象，王岐山回应并解释认为：与不
作为相比，乱作为更亟待治理。

4 月饼、贺卡之类所谓“小问题”，依然会接着抓。王

岐山明确表示，这些小事如果抓不好，党和群众之间就会形
成越来越厚的“一堵墙”。

5 基层公务员或涨工资。王岐山透露，治本是一个系

统工程，在推进制度性建设中，公务员薪酬、报账制度也都在
抓紧修改。公务员薪酬怎么调整？或许是让公务员们没有太
多物质上的后顾之忧，能够更好地投入为老百姓干实事的工
作当中。 据人民网

政协常委会首次以反腐为题
8月25日的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围
绕“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的
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建言献策，王
岐山在会上就反腐败作了1小时10分钟
报告后，又与8位政协常委互动问答。这
打破了惯例，此次会议不仅是中央纪委
书记首次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也是政
协常委会首次将反腐败作为会议主题，
设置互动问答环节也是首次。

为什么王岐山打破惯例出席政协
常委会，并作反腐报告？十八大以来，本
届政协召开了7次常委会，其中多聚焦
经济。“政协更多关注经济民生，对政治
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略少”——— 王岐山

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这成为他破例出
席此次政协常委会作反腐败报告的动
因。

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
立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施杰对媒体
表示，“会议开场，岐山书记就对会议的
由来做了介绍。”起因是在一次政治局
常委会上，谈到政协工作，王岐山讲了
个人感受，觉得目前政协委员在经济方
面提案分量很重，而涉及政治建设的略
少，作为参政议政机构，在诸如制度性
建设等问题上，政协可以有更多关注。
王岐山的插话，得到另一位常委、政协
主席俞正声的重视，当即邀请他到政协
讲一讲这方面的事情。 据财新

“不敢、不能、不想”是反腐三步走

“不敢、不能、不想”相当于反腐败工
作的三步走，是一个力求标本兼治的过
程，也是对反腐败工作的长期规划。那么，
十八大以来通过全党上下的努力，反腐败
工作进展如何？王岐山的回答是，“我现在
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经初见成
效。”

“不敢”仅仅是个开始，后面还有“不
能”、“不想”两项更为艰巨且复杂的工作。
王岐山指出，从“不敢”向“不能”迈进，还要
靠制度创新。十八后，腐败案件交由上级纪
委负责、巡视组等举措，就是反腐败工作在
制度上的创新。按照王岐山的说法，制度创
新还将进一步推进。

人民日报评论员：

扎扎根根本本国国土土壤壤的的制制度度最最可可靠靠
——— 三论贯彻习近平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讲话精神

一种政治制度的生长，总是与社会土
壤息息相关。扎根所生存的土壤，就会不
断吸收养分而茁壮；离开了适宜的土壤，
难免“橘生淮北则为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
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
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
揭示了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条件及发展
规律，是完善和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
遵循。

近代以来，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

动、戊戌变法，到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
党制，中国都经历过、尝试过，但都没有找
到正确答案。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
带领人民奋斗实践，才最终确立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
体，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

评价一种政治制度，不能割断历史，
亦不能罔顾现实。60年发展历程中，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独具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
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

治关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有效
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我们说要有制度自信，就在于中国的
历史和社会土壤生长出了适合自己的制
度。自信不是自满、自大，而是要不断改革
创新，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怎
么完善和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
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可以借鉴国
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
政治制度的根本；可以虚心学习他人的好
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否则
只会水土不服、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
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

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
管用。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不存
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
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设计和发展国
家的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
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不妄
想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不妄
用别国的标准来评价本国的得失，坚定走
自己的路，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
幸福美好的未来一定能够创造出来。

据新华社

对腐败官员，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在讲到“不敢腐已经初见成效”时，王
岐山首先肯定了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在
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通
过微博、微信、媒体等这些自下而上的监
督方式”，有效地调动了群众揭露腐败的
积极性。他还指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发
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出席本次政协会议并作报告，也体现了
王岐山对腐败监督工作的重视。政协的一项

重要职能就是“民主监督”，王岐山请政协委
员“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并希望与会委员

“发表真知灼见”，为反腐败工作建言献策。由
此，王岐山反腐的决心和诚意可见一斑。

针对反腐工作中部分落马官员，请求“别
给曝光”的问题。王岐山强调，“就是不处理，
也得曝你的光”，“对腐败问题中纪委坚持一
条，就是曝光”。这就是王岐山的态度，就是要
让腐败官员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个脸儿”。

月饼、贺卡问题“越来越不像话”

王岐山用“小问题·大文章”的比喻，
回答了反腐败为什么要从八项规定入手
的问题。他指出，“八项规定具体、不抽象，

（反腐败）只有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入手，
才能抓得住、抓得牢。”在接下来的工作
中，要“更快更严地落实八项规定。”

再看月饼、贺年卡等“更小的问题”，
会议上王岐山痛批，月饼、贺年卡这些小
事儿，“越来越不像话”。十八大以来，中纪

委以持续的节日反腐，重击官场每逢佳节
集中上演的腐败歪风。最重要的是，节日
反腐以后还会接着抓。

可见，中央反腐力求工作做细、做具
体，讲落实、重实效，不是一阵风、走过场。
毕竟，腐败问题积日累久，要想根除也非
朝夕之功。实践已经证明，从具体问题、具
体案例入手，是反腐败工作很好的突破
口。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王岐山在报告中指出，“反腐工作不
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立竿见影。”除了要将
工作做具体，还要有重点。那么，哪部分人
将成为反腐败工作严查的重点？王岐山透
露，反腐败要严查三种人，那“就是十八大
以后仍不收手、继续贪污腐败的人，要严
查，要从重严惩；再一个，群众反映非常强

烈的，必须处理，从重严惩；第三个，重要
岗位上将要提拔的干部，决不能让他们

‘带病’上岗，不行就得处理”。
提问环节，有委员问到“反腐有无时

间表”，王岐山简短有力的回答，“反腐和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余音绕梁，久久不
散。 据人民日报

“八项规定”是反腐的一张“名片”

王岐山此次在政协的反腐报告，基
本上是围绕“八项规定”展开的。在讲话
中他一再强调八项规定的落实对于党
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他分别用“关乎
人心向背、是作风根本转变的宝贵机
会”，“八项规定的成功与否，已经变成
一场输不起的战斗”等，来形容八项规

定的落实是“关乎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
事”。

王岐山还透露，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八项规定要做成本届向十九届中
央委员会上交的‘名片’”。可见，反腐败和
作风建设将是党中央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常抓不懈的“重中之重”。

8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中央纪委书记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此前相当少
见，政协常委会将反腐败作为主题也令人颇感意外。

会上，王岐山以他一贯的“王氏风格”脱稿开讲，并开诚布公地回答了各种
尖锐问题。这次不寻常的会议、不寻常的报告，透露了哪些不寻常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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