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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

威、弘扬宪法精神，才能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中的国家根本法作用，让宪法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二、破除特权思想，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我国封建社会时间太长，思想传统、文化背

景都或多或少受到特权思想的影响。特权思想与

宪法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如果不

被宪法精神占领，就会被特权欲望占据。那些有

特权思想的领导干部，往往是将宪法束之高阁、

抛之脑后，把手中的公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

私利的工具，祸害组织、祸害人民，祸害他人、

也祸害自己。宪法法律面前，任何人都不能心存

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

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谁把宪法当儿

戏，谁就必须受到宪法的制裁。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都必须在宪法范围

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

职责或义务。任何人、任何组织违反宪法都要受

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

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加

强干部这方面的教育。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

法，党自身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关键就要靠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带好头。要把谋求特

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不论职务多高、资

历多深、贡献多大，都必须坚持“法定职权必

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谨记权本法授、权依

法使，牢记宪法红线不可触、宪法底线不可越，

主动摒弃个人意志至上和人治思维，自觉恪守权

力边界，坚决杜绝肆意妄为，做到“公器”绝不

“私用”，自己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行使的权

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不能干预的事情，做到宪

法面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

所累、不为利益所惑。

三、补齐法治素养短板，强化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之一就是法治素养。

法治素养是一个人认识法治和运用法治的素质和

修养，包括对法治的认知、观念、信仰和能力

等；法治思维则强调要对宪法和法律存有敬畏之

心，依照宪法法律按权限和程序办事，始终坚持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

赔偿。领导干部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

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法治素养的高低，法治

思维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水平的高低，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

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现实

中，有的领导干部存在不学宪法、不懂宪法、

缺乏宪法精神和法律知识等问题，习惯于搞权

大于法、以言代法、选择性执法，严重损害了党

和人民的利益。实践表明，只有不断提升法治素

养，补齐法治思维短板，才能增强领导干部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的能力水平。领导干部要增强宪

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既要加强学习宪法、通

用法律知识以及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又

要重视宪法精神、法律原则等法治思维能力方面

的学习培养，使法治素养和法治思维成为每一位

党政领导干部“基本知识体系”和“基本能力体

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内化于心、外践于

行，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养成遇事找法、

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提高用法

治思维谋划科学发展的能力、用法治思维破解改

革难题的能力、用法治思维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

能力。要把宪法教育和法律培训作为干部教育培

训的重要内容，在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评价和选拔

任用时充分体现对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解决

问题的能力考察，将其作为绩效考核评价和选拔

任用的必要条件，促进领导干部真正尊崇并带头

遵守宪法和法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

理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各项工作。

四、立政德与重法治相结合，做到良法善治

法治安天下，德治润人心。法治和德治如

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政德是整个

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重法治就是要贯彻宪法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