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19年第4期刊发的重要文章《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
国的领导》中，强调了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在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又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如果说《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理论指导，那么这次会议讲
话可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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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篇章
宋婷

铁流滚滚似蛟龙出海，巨
舰隆隆如白鲸斩浪，若鲲鹏展
翅。4 月 23 日，一场隆重的海
上阅兵在黄海上进行。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登上
检阅台，检阅受邀参加海上阅
兵活动的13国海军18艘舰艇。
走过 70 年峥嵘岁月的人民海
军，以崭新面貌和伟大成就展
现在世人面前。

此次参加海上阅兵，囊括
了航母、新型核潜艇、驱逐舰、
战机等海军新型主战舰机。遥
想人民海军创建之初，舰船陈
旧不堪，大部分是木船，有的甚
至是清王朝遗留下的破船。70
年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如今已经建设
成为一支能够有效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强大的现
代化海军。包括海军在内的人
民军队，一路走来为祖国和民
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托举起民
族复兴一往无前的胜利之路。
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说的，“过去
那种西方侵略者只要在东方一
个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
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海军忠于党，舰行万
里不迷航。2012年 12月，习近
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
军委主席后的第一次出京视
察 ，来到的正是海军主战部
队。远海训练突破岛链航向
大洋砺剑，也门撤侨维护海外
同胞安全，亚丁湾护航履行国
际义务，环球出访传播和平友

谊，和平方舟播撒人道关怀，
中 外 联 演 提 升 国 际 影 响 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
习近平主席的指导和关怀下，
人民海军建设沿着一系列战
略擘划加快现代化进程，取得
历史性成就。习近平主席强
调：“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
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
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
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
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
法治军，坚定不移，善于创新，
勇于超越，努力把人民海军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中国军队始终高举合作

共赢旗帜，致力于营造平等互
信、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
格局。”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
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
代表团团长时强调，中国人民
热爱和平、渴望和平，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奉
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倡导树立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
安全观。此次海上阅兵，共有
60 余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参
加，10多个国家派出近 20艘舰
艇参加国际舰队检阅。组织多
国海军活动，是国际通行做法
和海军交往的独特方式，更体
现出人民海军践行习近平主席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坚定自觉。以海洋为载体和纽

带，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中国军队愿同各国军队一道，
为促进海洋发展繁荣作出积极
贡献。

“没有海军，就无法保卫
我们的海防。”“为建设正规化
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新
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如此瞩望未来。熠熠生辉
的军旗，凝聚着昨天的功勋与
荣誉，也召唤着未来的责任与
使命。越是伟大的梦想，越是
需要一代代人接力推进。迎
着民族复兴的胜利曙光，向着
海洋共同体的光辉彼岸，人民
海军和人民军队的步伐更加
勇毅而沉稳。

（来源：4月23日《人民网·
人民网评》）

出发！向着“海洋命运共同体”航进！
华宁

回溯法治中国建设一路走
来，在从“法制”到“法治”、从“权
力”到“权利”，从“管理”到“治
理”的民主法治历史嬗变中，从

“五四宪法”到“2018 宪法修正
案”公布实施、从“法律体系”到

“法治体系”系统建设、从“中国
法治”到“法治中国”创新发展的
重大飞跃中，全面依法治国强调
解决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强调
治国理政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
路和中国经验，不断推进和完善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基本格局。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既
是对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全面凝铸，也是面向未来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吹响了时代
号角。人民的需求不仅对物质
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生态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全面依法治国充分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积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动法
治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的决心
和信心。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
想引领新时代、指导新实践。

几千年来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
成功经验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所借鉴，但其中
的历史教训也足以为戒。全面
依 法 治 国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新 战
略，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发展
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着眼于解
决依法治国方向性、根本性、全
局性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
确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的基本思路，体现了党
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
的新高度，彰显出法治思维和
底线思维运用的新维度，开拓
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更
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依法治
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立于时
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是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法治中
国建设的理论指针和行动纲领，
也是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
践探索方面的智慧结晶。

1.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
治国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相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对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
展，根本遵循在于始终坚持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加强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全
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灵魂，也是实现全面依法
治国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
的根本保证。中华民族之所以
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根本就在
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敢啃“硬骨
头”，勇涉险滩排万难，适应新
的历史发展形势修改宪法，制
定国家监察法，突出依法立法，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加大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坚持法
治思维，明确“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的路径，明确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
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稳健地开
创了法治中国的新时代，全面
依法治国迈向新高度，为人民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无论
从中国宪法建设发展历程还是
法治中国的鲜活实践，历史和
现实无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充分发扬民主，带头尊崇和

执行宪法法律，把领导人民制
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有机统一
起来。

2.始终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就人民
主体地位发表重要讲话，反复
提及的就是人民，始终将人民
放在最高位置。在《加强党对
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一文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法治
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
福人民、保护人民。必须牢牢
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
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
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本质任务就是要以人民为
中心，保障实现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期待。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
法、带头守法，不仅为人民追求
幸福生活提供最高效力的法律
支持，也为人民群众充分享受

“法治生活”和自觉维护“生活
法治”保驾护航，切实增强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不断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的强大合力

截至目前，中国已制定现
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 250多部，
行政法规 700多部，地方性法规
9000 多部，行政规章 11000 多
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已经形成。然而，仅在立法
和法律规范层面实现有法可依
还远远不够，仍需要不断建设
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
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
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五
个方面犹如五大支柱相互作
用、相互促进、同频共振，共同
推动法治中国不断向前发展。

（来源：4月22日《光明网》
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
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
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
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
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
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
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
确的信号。法治道路的思想核
心清楚地表达了四个方面的涵
义：法治道路、中国道路、社会主
义道路、传承发展道路。我国法
治建设的成就，归结起来其核心
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要
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
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
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鞋穿
在自己的脚上，只有自己知道舒
服不舒服。我们不盲目照搬照
抄，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味排斥甚
至否定别国的法治道路和经验，
而是要在借鉴和吸收世界法治
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中国特
色，构建一种法治文明新格局，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的发展历程深刻映证了实践创新
的进程，相应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实践也推动着理论繁
荣和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

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展示出中国
共产党民主法治建设的新经验、
新进展、新成绩，书写了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史上的新篇章。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进
一步明确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
集中统一领导，系统论证了关乎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
展的突出问题，涉及到全面依法
治国实践的改革文件、根本遵循、
发展规划、立法效率、程序规范、
服务改革、涉外法治、法治环境等
方面，针对新问题新情况勾画出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领域改革
攻坚的施工图，确保制度设计行
得通、真管用。不断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
法治理论创新成果引领全面依法
治国新实践，为改革发展稳定提
供坚实法治保障。

一、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践推动全面
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
践探索中的最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