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建设纳入政绩考核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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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
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
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改革军队纪检监察体制
（五）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

责任，完善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推
动依法治军落到实处。

健全军事法制工作体制，建立完善领导机关法制工作
机构。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完善统一领导的军事审判、
检察制度，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合法权益，防范打击违
法犯罪。建立军事法律顾问制度，在各级领导机关设立军
事法律顾问，完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法律咨询保障制
度。改革军队纪检监察体制。

●加大海外追逃引渡力度
（六）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七）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

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
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
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
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积极参与执
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

●政法机关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
政法委员会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

长期坚持。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
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法
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公正司法环境上，带头依法办
事，保障宪法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政法机关党组织要建
立健全重大事项向党委报告制度。加强政法机关党的
建设，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保障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章是最根本的党

内法规。
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
依纪依法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

义和奢靡之风，形成严密的长效机制。完善和严格执行
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
整治各种特权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
坚决惩处，决不手软。

●党政领导是法治第一责任人
七、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一）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

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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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

政法委员会必须长期坚持
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优先提拔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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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问题

设巡回法庭审理跨区案件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增多，全国法院

受理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
涌入最高人民法院，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
发挥监督指导全国法院工作职能。

第八，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
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
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
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检察机关可提起公益诉讼
第九，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制度。
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

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的案件，如国有资产
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由于与公民、
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使
其没有也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导致违法行政
行为缺乏有效司法监督。由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
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关于《决定》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