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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制之举
——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纪实

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举行新任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法宣誓仪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

及其领导人员，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已经形成。

此前不久，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专门增写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监察委员会

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

3月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3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分别经表决，任命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

至此，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产生，在党和国家机构建设史和纪检监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迈入全面深化新阶段。

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要破解
这一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探索
出一条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
严治党，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审时
度势作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重大决策部署——

2016年 1月 12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党对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
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
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
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
察体系。

2016年6至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6次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推进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和指
示。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指示，为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
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
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

习近平总书记还先后在党的十
八届六中、七中全会，十九届一中、
二中、三中全会，十八届中央纪委六
次、七次全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
示，为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
会提供了根本遵循。

“凡是重大改革都要进行试
点。”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明确要求，并亲自确定北京、山西、
浙江三个试点省市，强调通过试点，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累经验。

经过大胆探索、积极创新，三个
试点省市形成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宝贵经验。2017年 6 月，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你们在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上下了很大功
夫，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
要运用好这一改革成果。”

在三省市先行改革试点工作的
基础上，2017年 10月 23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随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中央纪委和各地区坚决贯彻
党中央要求，蹄疾步稳、扎实有序
推进各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

2017 年 11 月 24 日，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青山区监察委员会成
立并挂牌，成为全面推开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后首家挂牌成
立的旗（县、区）级监察委员会。此
后，各地监察委员会组建步伐不断
加快。2018年 2月 25日，随着广西
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监察委
员会正式成立，在三个多月的时间
内，全国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
全部完成组建，为国家监察委员会
组建打下坚实基础。

2018 年 2 月 25 日上午 7 时 10
分，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院驶来了四
辆大轿车，102名反贪污贿赂总局
转隶人员在与老同事话别后，陆续
上车，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他们
中，年龄最大的已经 59岁，最小的
是1991年出生的“90后”。

8时 30分，四辆大轿车缓缓驶
入中央纪委机关大院。在机关小
礼堂，特别为转隶干部们举行了一
个简朴的欢迎仪式。

而在此前，党的十九大一闭
幕，中央纪委各部门就开始紧锣密
鼓地为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做好
人员转隶开展了大量准备工作。

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强调，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重要论述的
精神实质，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要牢牢抓住转隶这个关
键，坚持转隶在前、挂牌在后，确保
机构设置、人员转隶、工作衔接落
实到位；要通盘考虑各部门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转隶干部放
到重要岗位上，充分信任、放手使
用，发挥好他们的作用。

中央纪委组织部于 1 月 29 日
至2月1日，组成3个小组赴反贪总
局，与该局干部逐位进行深入细致
的谈心谈话，详细了解干部的思想

状况、工作经历、专业特长、个人意
愿等情况，研究提出转隶干部名
单，经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批准，按
照人岗相适原则，将转隶干部充实
到 26 个部门，与原有干部混合编
成，其中到业务部门的占87%。

中央纪委办公厅组织机关各
部门部分干部利用周末时间，于 1
月 20 日到山西、1 月 27 日到北京
就监察体制改革进行调研，并邀
请浙江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到
机关介绍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经验。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紧
密结合职责和业务工作，聚焦监
委职能职责、权限措施、纪法贯

通、法法衔接、加强自我监督等重
要问题加强调查研究。2月 1日至
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专门举
行学习研究监察体制改革相关工
作情况汇报会，听取各部门调研
情况汇报。

此外，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
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组建前后亟须
开展的重点工作进行了梳理研
究，从做好人员转隶、建立工作机
制、开展业务培训、抓好服务保
障、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明确需
要重点做好的工作任务和责任单
位、完成时限，确保组建工作扎实
有序推进。

时间回到 2月 25日上午 9时，
经过简短的欢迎仪式后，102名转
隶干部从中央纪委机关小礼堂转
至隔壁的大礼堂，和在那里等候的
700多名中央纪委机关干部一起，
参加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重要论
述专题培训班的开班式。

11时 45分，开班式一结束，组
织部负责同志现场宣布转隶人员
分配方案，所有转隶同志都受到了
各部门真诚的欢迎。一位被分配
到审理室的转隶干部说，让她没想
到的是，虽然那天是周日，但全室
所有在京的同志都已经早早等候
在会议室里，热情欢迎新转隶的同
志。“大家一一发言、互相认识，并
介绍了审理室的工作情况，还给每
名转隶干部准备了厚厚一套业务
用书，包括《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以及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百问百答、纪律审查疑难案例解析
等。”欢迎会后，各处处长将转隶干
部带到早已安排到位的办公室，室
主任又挨个去了每名转隶干部的
办公室，仔细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和
需求。

下午 14 时，所有转隶干部一
起，再次登上早晨乘坐的大轿车，
奔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同中央纪
委机关干部一起，进行为期 5天的
专题培训。培训内容十分丰富，既
有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理论
阐述，又有对纪检监察工作实践层
面的具体指导；既有对党章党规党
纪的深层次解读，又有对法律法规
的实操性辅导。培训期间和培训
结束后，中央纪委各室主任等还先
后与转隶干部进行了谈心谈话，并

请他们为室里的工作提意见建
议。转隶干部们反映，“从踏进机
关大门开始，同事们已经把我们当
成了这个集体的一分子。”

学习和培训，也让中央纪委机
关的干部们对监察体制改革有了
更深认识。一位纪检监察室主任
说：“成立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
办公这样一种全新的反腐败体制，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于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
政，从世情、国情、党情出发，走出
的一条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实
现自我净化的有效治理腐败新路，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改革
的重大意义、主动投身改革大潮。
不管是新转隶的同志，还是原来纪
委的同志，都需要不断学习，在干
中学、在学中干，补齐短板，适应新
形势。”

转隶、组建、挂牌，这仅仅是国
家监察委员会的开局之举，监察体
制改革才刚刚进入深水区。在实
践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需要深化探
索实践的问题，比如，如何依法依
规行使职权、将监察职能向基层延
伸、授予派驻机构部分监察职能、
构建权威高效体制机制、实现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有
机对接、提升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站
位和业务本领等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将在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下，坚持精简高效、内涵发
展，进一步深化“三转”，推动机
构、职能、人员全面融合，确保权
力规范有序、顺畅高效运行，为构
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
色国家监察体制交上一份出色的
答卷。

党中央高度重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对改革作出顶层设计，为国家监察委员会设
立指明了方向

三省市先行先试，在全国各地推开改革试点，为国家
监察委员会成立打下坚实基础

中央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实施，积极稳妥推进国家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

组织全员集中培训，抓好融合融入，确保国家监察委员会组建后尽快正常有序规范运转

● 综合自新华社、人民日报 作者：姜洁、朱基钗

“智慧气象” 我们未雨绸缪
雨雪风暴、冷暖凉热长久以来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

生活。饱受极端天气困扰的人们无时不希望精确地了解天
气的变化。

近年来，升级换代的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
提高了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和对天气趋势科学研判的“智慧含
量”。3 月 23 日世界气象日前夕，新华社记者深入“观天识
云”第一线，记录了在“智慧气象”引领下人们未雨绸缪，应对
天气变化的种种故事。

“智慧气象”提高了气象观测
的精准性，也将气象人从繁重的劳
动中解放出来。

48 岁的张小红是郑州国家基
本气象站的老气象观测员，1992年
大学毕业，她便到气象站工作，至
今已有26年了。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工作一
项重要任务是服务全国气候分析
和天气预报，它是国内为数不多从

事高空气象观测业务的气象站。
“也许在别人看来，与气象仪器

和数据打26年交道是枯燥的，但气
象观测数据是气象预报和人工干预
天气的基础，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张小红说。

早上8点30分，张小红便来到
气象站，夜班观测员交接后，便开始
了白班的工作。她首先细心校对夜
班的所有观测数据，而后不时会紧

盯着电脑屏幕，检查室外仪器探测
到的太阳辐射、大气浑浊度、能见
度、风向风速等数据是否正常。

近年来，气象观测的智能化，
在提高观测数据准确性的同时，也
减轻了气象观测员的工作量。在
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内的气象观
测区停着一台老旧的铁皮探空雷
达车，它已经“退役”成为“文物”。

据郑州国家基本气象站站长

阮祥介绍，以前高空观测全靠手工
操作。气球带着探空仪升空后，两
个人坐在铁皮探空雷达车里，一个
人手动遥控雷达车追踪探空仪，往
往对不准就没了信号，另外一个人
记录探空仪方向数据，待在雷达车
里，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冻得
手脚冰凉，老式雷达车如今已被新
的L波段探空雷达代替，可自动追
踪探空仪。

科技的运用不仅提高了气象服
务的实效，也延长了气象的服务半径。

如今，跑步已成为不少市民日
常健身的选择。但你了解风速、湿
度、气温、体感温度、局地天气变化对
跑步者的影响吗？“互联网＋气象”的
可穿戴设备，对于那些对天气敏感

的人而言，好似移动的“气象站”。
象辑科技公司市场技术总监

丁谊介绍，可随身携带的气象观测
穿戴设备Weather-ON，曾应用于
2017 年秋季的北京马拉松等赛
事。只有瓶盖大小的设备，能实时
监测环境数据。

据北京市气象局局长姚学祥
介绍，气象部门通过对跑者需求的
调研，提供定位气象预报，增加跑
者关心的侧风、顶风等预报内容。

“只有亲身参赛，才能更好地
了解长跑对气象条件的敏感性。”
56岁的郭虎现挂职在中国气象局

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任副司长，
他也是“北马气象跑团”团长。他
说，由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开发的
微信小程序“旅游天气助手”，在去
年北京马拉松赛事前，为公众提供
空间精度达到1公里、每10分钟更
新一次的天气实况分析。

农业是气象服务落地的支点，
更是“智慧气象”大有作为的广阔
天地。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眼下已
是南方春耕备耕时节，在江西产粮
大市宜春市下辖的丰城市，气象局
工作人员孙芳十分忙碌。

瘦弱的孙芳是田间的“常客”，
一会儿查看土壤情况，一会儿又询
问农事安排，走田串户脚步十分利
索。当地农民对她也十分熟悉，

“孙芳一来，信息就来了。”
“现在农民种田早就不再靠天

吃饭了！”孙芳笑着说，农户们不仅
下接“地气”，更懂得上接“天气”。

丰城的种粮大户对农业生产
的气候资讯十分重视。早在 2009
年，种粮大户雷应国就订购了天气
预报。而正是买来的天气预报，让
他及时应对提前到来的寒潮，避免
了200亩晚熟稻的绝收。

孙芳说，现在气象局每天会通
过短信、微信等方式发布常规天气
预报，以及春耕备耕、夏收夏种等
关键节点的预警预报，丰城 690家
大种粮户、合作社都与气象局建立
了长期联系。

“丰城有1000多个农户关注了
‘江西微农’微信公众号，安排农事
之前都会先看一看。”孙芳说。

尽管气象服务越来越智慧
了，孙芳还是不能停歇自己的脚
步。“前段时间低温阴雨，但仍有
农户想抢赶农时。”孙芳说，“因此
我几乎每天都要下乡与农户面对
面交流，对那些盲目赶进度的及时
劝阻。”

天津通过“智慧气象”建设和
深度开发，加快“智慧气象”与其他
行业的融合。

“智慧气象”究竟能给百姓带

来哪些便利？天津市气象服务中
心副主任孙玫玲说，通过“智慧气
象”建设，天津市区气象预报精确
到 1公里，能实现城市气象灾害分
区预警，并可为市民提供包括穿衣
指数、紫外线指数等数十种气象生
活指数类产品。

孙玫玲表示，“智慧气象”是一
个比较完善的系统，是一个可以和
其他行业深度融合的系统。天津
还将建设“城市生命线气象服务保
障系统”，涉及供暖、供水、供电等
与百姓紧密相关的行业，预计今年
上半年可投入建设。

随我奔跑的“气象站”：“智慧气象”带来的私人定制

微信公众号让老农“看气象种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