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1

月
15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
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政府
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强调，

要以坚决的态度、改革的举措，把政府系
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国务院党组按
照党中央要求， 着力从转变政府职能、简
政放权、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加强审计、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
章”、加大行政问责力度等入手，规范权力
运行，推进廉洁政府、俭朴政府、法治政府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继续持之
以恒抓好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

会议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要求，今年重点抓好

6

项工作。一是继续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约法三
章”，严肃查处顶风违规违纪行为。二是加
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认真执行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事项等制度。三是加强监察和审
计， 配合有关部门对腐败问题一查到底，

对腐败分子“零容忍”。四是继续把简政放
权作为改革和廉政建设的重点，公布行政
审批目录清单，简化规范审批流程，坚持
“放”、“管”结合。五是进一步深化政务公
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 六是严明纪律确保政令畅通。各
级政府要加强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
部署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对措施不力、

落实不到位的严肃问责。

国务院党组决定，制定加强国务院党
组和机关自身建设的意见，带头做廉洁自
律、勤政为民的表率。严格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坚持“一岗双责”，既抓好工
作，又带好队伍。

会议要求抓紧筹备国务院第二次廉
政工作会议。

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杨晶、常
万全、杨洁篪、郭声琨、王勇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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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近日， 中共
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

2002

年中央颁布的《干部
任用条例》，在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建
立健全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防止和纠正
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等方面，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干部工作形势任务和
干部队伍状况的变化，《干部任用条例》已
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中央决定予以
修订。

修订后的《干部任用条例》，体现了中
央对干部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吸收了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经验新成果，根据新
形势新任务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进行了
改进完善，是做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
理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它的颁
布实施，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
神，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落实到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去，建立健全科学的干
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解决干
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建设高素质的党政
领导干部队伍， 保证党的理论、 路线、方
针、政策全面贯彻执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
（人事）部门一定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

严格执行修订后的《干部任用条例》，用以
统一思想、规范工作、解决问题。党政主要
领导同志要增强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
观念，带头遵守《干部任用条例》，规范行
使选人用人权。组织（人事）部门要精通
《干部任用条例》，坚持公道正派、按章办
事，为选准用好干部把好关。要坚持党管
干部原则，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方法，

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领
导和把关作用。要坚持干部工作的群众路
线，坚持群众公认，充分发扬民主，改进民
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提高干部工作民主质
量，防止简单以票取人、以分取人。要改进

干部考察工作，加强对政治品质和道德品
行、科学发展实绩、作风表现、廉洁自律
情况的考察，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干部。

要全面准确地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
优方针，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
性选拔方式， 进一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 要落实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的要
求，从严培养选拔干部，从严管理监督干
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干部任
用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整治
和严厉查处跑官要官、 拉票贿选等选人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按照《干部任用条
例》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
用人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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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

1

月
1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构筑诚实守信的经
济社会环境，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修正案（草案）》。

会议认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加
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程， 既有利于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规范市场秩序、

降低交易成本、 增强经济社会活动的可预期
性和效率， 也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简政放
权、更好做到“放”“管”结合的必要条件。抑制
不诚信行为，对鼓励创业就业、刺激消费、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也极其重
要、势在必行。但目前信用缺失仍是我国发展
中突出的“软肋”。制假售假、商业欺诈、逃债
骗贷、学术不端等屡见不鲜，广大企业和公众
深受其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改善社会
信用状况。

会议原则通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
纲要（

2014－2020

年）》，并要求：一是全面推
进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等在内
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要以身作则，带头
推进政务公开， 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
的信用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以政务诚信示
范引领全社会诚信建设。二是加强基础建设。

制定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采集和分类管理标
准，推动地方、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及互联
互通，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构建信息共享机
制，在保护涉及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等信用信息的基础上， 依法使各类社会主
体的信用状况透明、可核查，让失信行为无处
藏身。三是用好社会力量。企业要把诚信经营
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切实做到重合同、 守信
用。发挥行业组织自律和市场机制作用，培育
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的合力。 四是加快推动立
法。 把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作为重
要基础性工作，列入立法规划尽快推进实施，

使信用体系建设有法可依。

会议强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长期、艰
巨的系统工程， 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积极推
进。要把社会各领域都纳入信用体系，食品药
品安全、社会保障、金融等重点领域更要加快
建设。 要完善奖惩制度， 全方位提高失信成
本，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使
失信受惩的教训成为一生的“警钟”。加强诚
信文化建设， 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的
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通过持续努力，打造良好信用环境。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更加突
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事前预防，重点强化了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强化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对重大安全隐患加大处罚力度；二是强化政府监管，完
善监管措施，扩大监管范围，严肃查处监管人员失职渎职、不作为等行为；

三是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加重对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责任人的处罚，

让肇事者、责任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生命安
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认真汲取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加大执法
力度，用更严格的法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易发多
发状况，尤其是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决定，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华时评

安全的警钟不能总以生命叩响

渐行渐近的温馨节日，却伴随着不断
袭来的心痛伤亡。

１５

日上午， 云南昆明一
辆微型面包车坠入深沟，车上

１２

人全部死
亡。这是近期连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安全
事故。从甘肃甘谷送葬车坠崖，到香格里
拉古城失火， 再到温岭鞋厂

１６

人殒命火
海，新年的钟声尚未远去，悲剧已一次次
叩击着人们的心灵。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事故高发
期，撕开安全事故林林总总的外衣我们看
到，当事人麻痹大意、相关责任人责任意
识淡漠、执法部门监管松懈，往往是他们
的共同特征。事故的火花往往就在不经意
之间点燃。

安全之弦一刻都不能放松，越到春节
临近的特殊节点， 就越没有松懈的理由。

这并非老生常谈， 而是关乎生命与责任、

爱与亲情的警示，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坠崖的客车内， 或许就有归家的游子，怀
揣着亲人的思念， 手握着带给孩子的玩
具；丧生火海的工人里，或许有人刚刚领
到工资，不日就要踏上回家之路。当这些
温情的画面突然被鲜血染得殷红，没有人
可以心如止水，也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

坦诚而言，面对近年来严峻的安全生
产形势，各地各部门已经形成了一套运行
较为成熟的应对机制。事故发生后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调查事故原因、追究相关责
任、处理善后事宜，有关部门的反应不可
谓不迅速。但令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地
方跳不出“重处理轻预防”的思维窠臼，重
复着“事故发生———反思检查———再次发
生”的怪圈，声势浩大的整治行动也往往
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姗姗来迟”。

安全责任大于天，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之事，需要亡羊补牢更需要未雨
绸缪。 毕竟生命一旦逝去便不可挽回，安
全的警钟不能总以生命来敲响。 未雨绸
缪，就是要做到平时绷紧神经、防患于未
然；警钟长鸣，就是越到事故高发期，越要
做足预判，落实责任，强化监管。

１６

日，

２０１４

年春运将拉开帷幕， 各地
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等部门也将迎来一年
一度的“安全大考”。回家路的那一端，是
父母的期盼、妻儿的思念。在这个特殊时
刻，为了万家团圆，每个相关单位和个人，

都必须把“安全第一”这个写在墙上、挂在
嘴上的工作原则和生活信条，真正刻进心
里、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５

日电）

□

新华社记者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