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开辟法治贵州建设新境界

吴大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领域，是一个完

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法学研究工作者，最近一直在认真关注和学习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法治方面的论述，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洽体系日益完善，

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这是对五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历史性成就的精确概括。另一方面，指出我国法治建设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起点、新阶段的重要特征，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

一、十九大报告的法治新思想

一是“全面依法治国”。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后强调法治建设必须全面推进。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洽国”为主题,对新时期、新阶段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全新部署，确定了余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重大任务,推出了 190 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十九大报告又将“坚持全面依法洽国”

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

二是“坚持厉行法治”。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和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任务。十九

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洽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法治中国的内涵比法治国家更加丰

富、更加深刻，更具时代特征：建设法治中国，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还要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不仅要推进依法洽国，

还要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三是“树立法治理念”。“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日益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等聚焦。我国不仅要推进法律制度硬实力建设，还要推进法治文化软实力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洽精神，培育社会主义

法洽理念。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尊法，是尊重法律，敬畏法律。遵法，是遵从

法律，遵守法律。一字之差，立意立马不同！

四是“建设法洽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洽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

法洽国的总目标。法律体系是法律的规范体系，而法治体系则是法律的运行体系，不仅包括法律规范体系，而且包括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包括法律、法规的实施环节，保证法律运行的保障监督机制和法治队伍建设，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整体要求，

突出了法律旳实施和实效。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飞跃，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五是“以良法促发展、保障善治”。“法者，治之端也”。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征途上，法洽是社会进步的柱石，是各项事

业全面推进与实施的保障。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所谓良法，就是反映人民意志、尊

重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保障改革发展、引领社会风尚的法律，就是体现民意民智、符合客观规律、便于

遵守和执行的法律。良法善治的理论和实践超越了工具主义法洽和形式主义法治旳局限，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我

国法治建设新的飞跃。正因如此，我国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例如，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机制，设立宪法曰，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推进立法体制改革、执法体制改革，尤其是在司法体制改革方面，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

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如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知识产权法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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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法院，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健全冤错

案件发现受理、审查办理、监督纠正机制等。

二、法治贵州建设的新境界

党旳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坚持一手抓长远，一手谋长远，深入推进法治贵州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结合十九大精神，我

认为应认真总结贵州近五年的实践经验，需要在以下方面再迈出新步伐。

一是在科学立法上续下功夫。近几年来，贵州省加大立法建设力度，最具代表性旳，莫过于生态立法和大数据立法。立法

探索是制度创新的重中之重。近五年来，贵州共出台各类地方法规、条例 79部，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

面。《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是全国首部，《贵州省义务植树条例》《贵州省矿产品资源监督条例》《贵州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件》等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已有 30余件，生态保护责任清单、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河长制等多项制度、实施意见和方案相继出台，使贵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初步建成生态文明法制体系，使

群众对生活环境更有安全感、更有信心、更有底气。2016 年 2 月，贵州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贵州省大

数椐发展应用条例》，是全国首部大数据法规，2017 年又出台了《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加之《贵州省传统村落保

护条例》《贵州省文明行为条例》《安顺市虹山湖公园管理条例》《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的陆续出台

施行，更是贵州立法能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二是司法体制改革再迈新台阶。2014 年贵州积极申报争取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第一批试点省份以来，以“敢啃硬骨头、敢于

涉险滩”的勇气，按照“切口准、深度改、有特色”的思路，蹄疾步稳推进改革任务落地，全省司法人员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入

额院领导办案实现全覆盖，法院检察院 85%以上警力投入办案，法院 99%的裁判文书已由主审法官签发，检察院 90%以上的案件

已由主任（独任）检察官决定和审批，司法办案质效明显提升，全省法院法官人均办案结案数同比上升 105%，一审服判息诉率

同比提升 2.2 个百分点；检察院审查逮捕办案周期同比缩短 8.3%，审查起诉办案周期同比缩短 33.2%；全省涉法涉访信访逐年

大幅下降；公安司法行政改革有序推进，三江强制戒毒所“科学戒管、长期联动”成为示范。

三是矛盾纠纷化解预防化解再现新突破。贵州省制定出台《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化解多元化解决机制旳实施意见》《贵州省

健全落实社会洽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创新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和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了 6轮重大突出矛盾和信访问题“百日攻坚战”，深入开雇征地拆迁、欠薪欠资、历史遗留、经济金融、

民生扶贫等领域突出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五个专项洽理”，推广余庆县“六小活动”、福泉市“112模式”等经验，对重大风

险隐患、矛盾纠纷和突出信访问题实行清单治理、点对点通报调度和包保督导，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

四是社会治理能力再创新和再提升。贵州省抢抓我省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重大机遇，以变应变、以新

对新，坚持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作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突出大数据聚通用，依托云上贵州大力建设贵州政法平安云、法

院云、检务云、多彩警务云、交通管理云数据铁笼等，法院研发智能审判辅助系统、智能决策分析系统、智能繁简分安系统、

智能模拟判决系统，检察机关研发犯罪构成知识图谱、案件智能研判系统、大数据分析服务系统，公安机关研发智能笔录云平

台、电子换押系统等，有力助推司法公正与效力提升。贵：阳市公安局块数据中心、安顺市运用大数据推动公安情指一体化、

黔东南州探索构建智慧警务摸式、六盘水市依托大数据打击伪基站、黔西南州“数据防控”等创新各具特色。创新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设政法大数据办案系统，对刑事案件分类制定统一的证据指引并嵌入大数据办案系统之中，对证据

有无完整性进行智能审查，倒逼办案质量提升，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国司改现场会在贵州召开，表明了贵州的经验得到中央的

高度肯定。

好风凭借力，便遂青云志。在十九大报告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法治贵州建设必然创造新高

度，迈向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