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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支撑着党和国家治理

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厦。与此对应的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也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监督能力现代化大厦的基础。加强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

地生根，事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没有基层监督体系、监督能力的现代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监督能力

现代化就如空中楼阁。

聚焦落实主体责任，紧盯监督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总要求是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着力点

是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得到全面落地见效的责任主体，不仅是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基层的组织实施者，还是其落地全过程的监督者，负责对参与这些任务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行

为的正当性、廉洁性、担当度等的监督，而且肩负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建设、示范的

主体责任。

作为党内专责监督机关，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方面，既要当好同级党

组织的参谋助手，履行参谋、协助、督促职责，制度化推进主体责任得到全面、长期、有效落实；更要加

强实践探索、理论研究，在推进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参谋员、战斗员、监督

员、推进者的作用，全面总结古今中外各种历史条件、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监督体系、监督制度、监督

机制、监督方式等的优点和缺陷，特别要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建设方面的生动

实践、成功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之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实践、推进工作。

基层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抓好“关键少数”，推动整个监督体

系更加严密、更加完善、更加有效运转。要紧盯权力运行各环节，抓住政策制定权、审批监管权、执法司

法权等关键环节，合理分解、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切实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

定化，切实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和有效性，不断发挥监督体系在基层治理中的绩效。

围绕提升监督绩效，推进“四全”监督

要积极探索推行全员监督、全科监督、全方位监督和全天候监督，努力实现有形监督和有效监督相统

一。只有这样，才能突出监督重点，从根本上突破基层监督在体制、机制、力量、能力等方面的瓶颈，真

正实现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

全员监督。基层点多线长、人少事多，监督任务重、专职监督力量薄弱。全员监督是适应新时代、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用全新理念强化监督，从根本上解决基层监督力量薄弱的治本之策，是监督体系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个全新理念就是，加强基层监督力量，不在专职干部编制数上做简单的“加法”，

而是确立“人为我用”“人人监督、监督人人”的理念，以理念创新推进实践创新。全员监督主要内容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专职监督力量以外的人都是兼职监督力量；二是盘活、统筹使用好监督机关力量；三是

厚植社会监督的社会基础，强化相互监督，在全社会织密监督之网。

全科监督。基层监督直面基层治理方方面面，基层监督人少事多，必然要求基层监督人员在全面熟悉

基层方方面面工作的同时，全面了解其所在单位各个岗位的业务及其政策法规、廉政风险。全科监督是新

时代对基层监督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基层监督没有达到“全科”水平，监督全覆盖、越往后盯得越紧且执

纪越严的信号就传递不到党和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从严治党就达不到“全面”的要求。

全方位监督。基层监督必须按照监督全覆盖的要求建立完善全方位监督机制、体制。全方位监督既是

监督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监督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全方位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每个公职岗位、每项公权力、公权力行使的每个环节都有规范、

都要接受监督，即基层的关键人、关键处、关键事、关键时都应该接受监督，每个廉政风险点都应该得到

有效控制；二是强化政治监督，对基层领导班子进行政治画像，全方位扫描基层政治生态，促进基层政治

生态净化优化；三是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坚持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察监督、派驻监督融合协同，

将适用的监督方式覆盖到基层公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各环节，覆盖到基层从事公务的每个人员；四是打通

基层监督机制壁垒，实现财务监管、审计监督、行政执法、群众监督等力量和资源的整合融合，拓展基层

监督视野，最大可能地拓宽收集问题线索的范围。

全天候监督。开展全天候监督是监督工作的使命使然，是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落细的必然要求。开展全

天候监督，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健全灵敏通畅的检举控告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畅通信访举报渠

道，深化基层政务公开制度，方便群众监督和检举控告；必须提升基层信息化建设水平，建立健全包括基

层“三重一大”、廉政风险预警系统在内的基层信息化平台，提高及时发现问题的能力；借鉴网格化管理

模式经验，建立覆盖基层工作各环节的监督网络，千方百计提升监督绩效。

多管齐下，推进条块监督融合协同

条块监督融合协同是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

现代化，只有推进条块监督融合协同，才能大力促进基层监督从“形”上的全覆盖向“神”上的全覆盖转

化。只有推进条块监督融合协同，才能有效清除全员监督、全科监督、全方位监督和全天候监督在力量、

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断裂带和空白处，监督绩效才能得到全面提升。条块监督融合协同主要包括信息

共享、经验交流、技术支持、业务合作协作、交叉执纪执法等内容。信息共享主要是条块之间相互向对方

提供各自所掌握对方管理对象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技术支持是条块监督利用自身技术、设施设备优势为

对方精准高效履职提供服务。业务合作协作是开展相同内容、相同主题的活动，或为对方提高业务能力提

供跟岗服务等合作。交叉执纪执法是经过一定程序，双方各自组织业务骨干，到对方单位开展执纪执法工

作等。要加强以信息共享为主要内容、以技术支持为重要补充的条块监督融合协同，提高监督的精准度；

加强以业务合作协作为主要形式的条块监督融合协同，相互取长补短，有效弥补垂直管理监督力量不足、

业务能力不够全面的缺陷，促进监督能力的整体提升；加强以交叉执纪执法监督为重要路径的条块监督融

合协同，有效解决基层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范围狭窄、熟人监督等问题。

只有全面贯彻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总要求，加强对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和

推进，基层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才能在正确方向下有序推进；基层监督只有聚焦“关键少数”，压

紧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基层监督体系才能成为可能，越来越严的信号才能得到有效传导；基层监督只有突



出重点，紧盯权力运行各环节，基层监督才能有的放矢、“箭”无虚发；只有搭建上下衔接、左右协同、

条块结合、传导有力的监督网络，基层监督才能真正实现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目标；只有打破监督工种、

监督体制之间的壁垒，不断加强监督能力建设，推行全科监督，基层监督能力现代化才能成为现实，监督

绩效才能真正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