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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为什么说我们
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与西方所谓的
“ 宪 政 ”本 质 上 是 不
同的？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

2018 年 3 月 17 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

国徽高悬、号角响起，全票当选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总书记，自

信而坚毅地走上宣誓台，左手抚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庄严宣

誓。这是第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举行的宪法宣誓，铮铮誓言体现了我

们党对宪法的自觉尊崇，对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的郑重承诺。宪法是国家的

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

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

依宪执政。”

近代以来，围绕“宪法”、“立宪”，中

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

总统制等各种政治制度，但最终都以失

败 告 终 。 历 史 证 明 ，西 方“宪 政 ”这 条

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经过长期实践

探索和理论思考，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成功开辟、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我国现行宪法是在深刻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

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我国宪

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国家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规定我国的

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我们说坚持依宪治国、依宪

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

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不动摇。

我们坚持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与 西 方 所 谓 的“ 宪 政 ”本 质 上 是 不 同

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上层建

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

宪法及其确立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

为 基 础 的 ，资 本 决 定 着 社 会 机 器 的 运

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总

统制，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统

治的本质。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

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人民宪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

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得到最广

大人民拥护和遵行，实现了党的主张和

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要不折不扣贯彻实施宪法，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宪法最显

著 的 特 征 ，也 是 我 国 宪 法 得 到 全 面 贯

彻 实 施 的 根 本 保 证 。 依 宪 治 国 、依 宪

执政，绝不是削弱、否定和放弃党的领

导 ，而 是 强 调 党 领 导 人 民 制 定 宪 法 法

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

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

坚 持 的 依 宪 治 国 、依 宪 执 政 ，不 能 用

“宪政”来指代。在当代中国，“宪政”

这个概念是不适用的。现在一些人打

出“宪政”牌，就是通过对“宪政”这一

政 治 概 念 进 行 学 术 包 装 ，拿 西 方“ 宪

政”的标准来框住我们，攻击我们不是

“宪政国家”、“法治国家”，把党领导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打 入“ 人 治 国 家 ”甚 至

“专制国家”的另类，用所谓“宪政”架

空中国共产党领导。任何人以任何借

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根

本 制 度 ，都 是 错 误 的 、有 害 的 ，都 是 绝

对 不 能 接 受 的 ，也 是 从 根 本 上 违 反 宪

法 的 。 一 定 要 认 清 ，我 们 坚 持 的 依 宪

治 国 、依 宪 执 政 依 据 的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 ，而 不 是 其 他 国 家 的 宪 法 。

盲 目 地 跟 着 西 方 所 谓“宪 政 ”跑 ，无 异

于削足适履，自毁长城。

进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深

入推进，对我们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对我国

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发展道路、

奋斗目标充满自信，对我国宪法确认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充满自信，对我国宪法确认的我们党领

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要坚定宪

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更加注重发挥

宪法的重要作用，坚持党领导立法、保

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

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起来，完善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

高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和水平。

知识链接

宪法宣誓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

责 ，忠 于 祖 国 、忠 于 人 民 ，恪 尽 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40.为什么说“党
大还是法大”是个伪
命题？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有

些人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中国共产党是

领导核心，但又强调宪法法律至上，那

么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

系 ？ 有 人 就 此 提 出 所 谓“ 党 大 还 是 法

大”的问题。少数人别有用心地炒作这

一命题，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实质是

把 党 的 领 导 和 法 治 割 裂 开 来 、对 立 起

来，最终达到否定、取消党的领导，否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种

观点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

分危险的。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

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

阱，是一个伪命题。”在这个问题上，我

们决不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必须讲

清 楚 、讲 透 彻 ，做 到 正 本 清 源 、明 辨

是非。

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

度统一的。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

问 题 ，法 是 党 的 主 张 和 人 民 意 愿 的 统

一体现，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

也 领 导 人 民 实 施 宪 法 法 律 ，党 自 身 必

须 在 宪 法 法 律 范 围 内 活 动 。 习 近 平

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最 本 质 的 特 征 ，是 社 会 主 义 法

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

依 法 治 国 全 过 程 和 各 方 面 ，是 我 国 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

一论断抓住了党和法关系的要害。依

法 治 国 是 我 们 党 提 出 来 的 ，把 依 法 治

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

方 略 也 是 我 们 党 提 出 来 的 ，党 一 直 带

领 人 民 深 入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善 于 通 过

党的政策指导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活

动 ，国 家 和 社 会 生 活 法 治 化 有 序 推

进 。 历 史 和 实 践 证 明 ，党 和 法 的 关 系

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

理 得 不 好 ，则 法 治 衰 、党 衰 、国 家 衰 。

当 年 ，苏 共 垮 台 和 苏 联 解 体 的 一 个 重

要原因，就是在西方势力的鼓动下，苏

联从宪法中取消了坚持苏共领导地位

的 第 六 条 ，结 果 是 苏 共 领 导 成 了“ 违

宪 ”，最 后 只 能 解 散 ，导 致 亡 党 亡 国 。

这 个 教 训 极 其 深 刻 。 在 社 会 主 义 国

家，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

必须依靠法治。党和法不存在谁大谁

小的问题，不能简单比较。

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

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

离政治的法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

决定了不同形态的法治体系。我国是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这是

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

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我们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

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

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

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

家 长 治 久 安 。 对 于 那 些 故 意“挖 坑 ”、

“设陷阱”的形形色色论调，一定要有战

略定力，旗帜鲜明地宣示政治立场、表

明政治态度。要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

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加强党对全面

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三统

一”、“四善于”，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

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

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有效实施。

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

问 题 ，是 把 党 作 为 一 个 执 政 整 体 而 言

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

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

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

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

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

箭牌。这个界线一定要划分清楚。如

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

么 对 各 级 党 政 组 织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来

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

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

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

民。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手中

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上下左右

有界受控的，不是可以为所欲为、随心

所欲的。要把厉行法治作为治本之策，

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起来、讲起来、守

起来，真正做到谁把法律当儿戏，谁就

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

者，先禁人而后身。”领导干部具体行使

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

察 权 、司 法 权 ，是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的 关

键。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模范，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实际

行动带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

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

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知识链接

“三统一”、“四善于”

▶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

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

把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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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统一起来。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

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

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

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

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

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

团结统一。

“ 四 个 全 面 ”擘 宏 图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蓝 天 白 云 下 ，辽 宁 省 铁 岭 市 铁

岭县双井子镇范家窝棚村的玉米田

像是一片绿色海洋，玉米秆已长到

两米多高，玉米棒上顶着金色的穗

儿，黑土地里依稀可见去年还田的

秸秆。

查看完玉米长势，雒铁良抬手擦

了把汗，黝黑的脸上露出笑容：“今年

玉米秆普遍长得高，多亏了保护性耕

作，要不然风一吹得倒伏一大片。”

今 年 56 岁 的 雒 铁 良 是 铁 岭 县

群 发 农 作 物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 合 作 社 成 立 于 2014 年 ，当 时 ，

在县里组织下，雒铁良和几位合作

社发起人外出学习了保护性耕作技

术，即在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基础上

免耕播种。回来想尝试，大部分乡

亲 却 都 不 看 好 ，合 作 社 只 流 转 到

1000 多亩地。

“老乡见我们不收秸秆、不起垄，

等着看笑话。秋收时，我们的产量高

出一截，这才有越来越多的村民把地

流转给我们，或交给我们托管。”雒铁

良 说 。 今 年 ，合 作 社 已 流 转 耕 地

2500 亩，都被划入了农业农村部黑

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区。此外，合

作社还托管耕地 2300 亩，今年每亩

地产量预计近 1 吨。

“我家行动慢了，20 亩地今年才

托 管 。”一 旁 ，村 民 张 文 良 接 过 话

茬儿。

“我 家 的 旱 田 跟 合 作 社 的 地 挨

着，我一看，他们秋天收完地，秸秆就

扔在地里，乱糟糟的；春耕时，他们用

免耕机，一走一过就播种完了，哪有

咱人工播种精细嘛。”起初，张文良和

不少农户都这样想。

“但有一次，我看他们播种时免

耕机突然响警报，这才知道，播种没

成功机器会自动提示，其实精细程度

不输传统耕作。”张文良说，“这几年

我算是弄明白了，按我以前那样翻

地、播种、施肥一通折腾下来，每亩地

一年成本至少 420 元；交给合作社托

管，一年就付托管费 360 元，收成也

有保障，省钱又省事儿。”

保护性耕作，有哪些好处？

“对土地好，对粮食好，对咱农民

好。”雒铁良掰着手指细细道来。

按 传 统 耕 作 方 式 种 玉 米 ，要 旋

地、压地，土壤养分流失，化肥用得越

来越多，伤地；保护性耕作，秸秆还

田，减肥增碳，既养地，又抗旱保墒。

好地产好粮。这样耕作，玉米根

系扎得更深，吸水吸肥效果更好，抗

倒伏，品质也上来了，颗粒更饱满，分

量更足，产量更高。

对农户来说，节约成本，还省了

不少功夫……

目前，群发合作社实施保护性耕

作的玉米地，每亩少施化肥约 10 公

斤、节约成本 60 余元，每亩粮食增产

100 多公斤。

保护性耕作正被越来越多的农

民认可。 2020 年，铁岭市粮食总产

量 78.13 亿斤，完成保护性耕作 161
万亩。今年，铁岭市已完成保护性耕

作 170 万亩。

“一两土，二 两 油 ，守 着 黑 土 不

用愁。”脸颊上的汗珠滚落田间，雒

铁良低头看着脚下的土地，笑道，“保

护好了黑土地，就捧好了咱农民的

‘金饭碗’！”

辽宁省铁岭市完成保护性耕作170万亩—

护好黑土地 捧好“金饭碗”
本报记者 刘佳华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8 月 11 日，工人在广西柳州一新能源汽车项目焊装车间的屋顶作业区安装管道设施。近

年来，广西柳州市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新能源

汽车销量不断攀升。

黎寒池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8 月 12 日

电 （记者郁静娴）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

村部联合印发《“十四五”

现 代 种 业 提 升 工 程 建 设

规 划 》（ 以 下 简 称《 规

划》），对“十四五”我国种

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布 局 的

总 体 思 路 、框 架 体 系 、重

点项目、保障措施等作出

了全面部署安排，主要涵

盖 农 作 物 种 业 、畜 禽 种

业、水产种业能力提升 3
个方面，为加快推进种业

振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

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

了支撑。

《规划》指出，种业处

于 农 业 整 个 产 业 链 的 源

头，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标

志 性 、先 导 性 工 程 ，是 国

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

业 。“ 十 四 五 ”期 间 ，要 紧

紧 围 绕 种 业 振 兴 重 点 任

务 ，聚 焦 资 源 保 护 、育 种

创新、测试评价和良种繁育四大环节，布局建设

一批国际一流的标志性工程。

《规划》要求，对标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

按照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部署，加快改善提升现

代种业基础设施条件，加紧推进种业关键共性

技术和种源核心技术攻关，全面提升种业现代

化水平，为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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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8月 12日电 （记者陈伟光、罗艾桦）

8 月 12 日，广州—清远对口帮扶党政联席会议暨国

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广清经济特

别合作区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上，两市共同发布

了城乡融合发展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事项清单。

其中，重大项目共 560 多个，包括城乡基础设施、城

乡产业、社会民生、绿色发展、城中村改造等五大

类，总投资超 1.2 万亿元。重大改革事项 11 项，包

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试行广清两

市居住证互认；开展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三块地”改革试点探索，推进土地

集约节约利用支持乡村发展；探索森林碳汇交易、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核 算 ，建 立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等。

2018 年 10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广 东 清 远 考

察 时 指 出 ，城 乡 区 域 发 展 不 平 衡 是 广 东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最 大 短 板 。 2019 年 12 月 ，18 部 委 联 合 印

发 了《国 家 城 乡 融 合 发 展 试 验 区 改 革 方 案》，包

括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花 都 区 、从 化 区 ，清 远 市 清 城

区 、清 新 区 、佛 冈 县 、英 德 市 连 樟 样 板 区 在 内 的

广 清 接 合 片 区 成 为 全 国 11 个 试 验 区 之 一 。 今

年 4 月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印 发 了《国 家 城 乡 融 合

发展试验区广东广清接合片区实施方案》，列出

省 级 支 持 事 项 13 项 ，明 确 要 求 高 质 量 建 设 国 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和广清经济

特别合作区。

广州、清远两市充分发挥广州“辐射源”引领

带动和清远“潜力地”的支撑联动作用，坚定推动

“两区”建设，深入推进广清一体化，探索建立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广清接合片区广州（片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

发展“5+3”试验任务改革探索，编制实施一体化综

合交通规划，新开通广清城际一期、广佛中环（花

都—白云机场北段）等城际铁路。上半年，花都、

从化、增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增长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广 清 接 合 片 区 清 远（片 区）则 明 确“ 1221”思

路 ，即 突 出 改 革 1 条 主 线 ，抓 住 城 乡 要 素 自 由 流

动 和 公 共 资 源 合 理 配 置 2 个 关 键 ，建 立 以 探 索

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的“连樟标准”和以探索城

乡 融 合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广 清 一 体 标 准 ”2 类 标 准

体系，建设 1 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广州、清远两市联合制定了高质量推进广清

经济特别合作区建设实施方案，以广清经济特别

合作区为产业主引擎来带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

发展。截至今年 6 月，合作区计划总投资超 1500
亿元，累计投试产项目 104 个，其中主园区“广清

产业园”初步形成了现代智能家居、汽车零部件、

新材料（精细化工）、高新现代农业生物技术、食

品美妆 5 个产业群，已发展为年产值百亿级的省

级先进工业园区，预计年内总产值将达 150 亿元，

增长近 50%。

“辐射源”引领带动，“潜力地”支撑联动

广州与清远深入推进一体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