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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六中全会昨日起召开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
10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将审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试行）》。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或
修订的党内法规达50余部。会议审议的两个文件，将进
一步扎紧制度笼子，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
支撑。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向人民
做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庄严承诺，
立下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军令状。这是我
们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
从严治党”。

一组来自中央纪委的数字显示，十
八大以来查处高级干部的数量逐年增
加：2013年，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
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 31 人，
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8
人；2014年的数字分别是68人和30人；
2015年的数字则是90人和42人。

公开信息显示，三年多来已先后
有 100 多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落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已有 10 名中央
委员、13 名中央候补委员接受组织调
查，“打虎”成绩斐然。

2015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社科院一个问卷调查显示，93.7%的
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9%的
企业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中国反腐
败表示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

晚综

□前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提升到新高度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
就 是 同 全 党 同 志 一 道 ， 坚 持 党 要 管
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
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
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向全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
题，并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 改 革 、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一 起 ， 形 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大思想，拓开
了我们党治国理政全新视野，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时代
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
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
依法治国，五中全会吹响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冲锋号。此次召开

的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
题，将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
系统地提升到新的高度。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
考 验 、 改 革 开 放 考 验 、 市 场 经 济 考
验 、 外 部 环 境 考 验 是 长 期 的 、 复 杂
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
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
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解决管
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
软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
迫。

在 推 进 党 的 建 设 新 的 伟 大 工 程
中，只有在精神上硬起来、能力上硬
起来、作风上硬起来，我们党才能永
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挺立时代潮
头。

将有助于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

对于一个有着8800多万名党员、440
多万个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抵御风
险诱惑，永葆生机活力，绝非一日之
功，不能一劳永逸。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始终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
仰塑魂，始终以强基固本、正本清源的
标准治心，带领全党在思想、作风、党
性上进行了集中而持续的“补钙”“加
油”。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电
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播出，十八大
以来多名落马高官的贪腐细节以及他们
身陷囹圄的忏悔之词公之于众。

敢于自揭“家丑”，展示了一个政党
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的执政自信，昭
示了我们党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
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

面对外界对反腐败态势的迟疑观
望，党中央始终以“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的决心“打虎”“拍蝇”“猎
狐”，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
雄、令计划、苏荣、周本顺等一批贪腐
分子受到法律严惩。

“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
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不得
罪 腐 败 分 子 ， 就 会 得 罪 13 亿 人 民 群
众”……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聋发聩。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制定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外界普遍认为，这种议程设置表明
了中共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政治决心，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党的制
度建设的明确信号，必将有助于推动管
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回顾

超九成群众对反腐成效满意

近期个税改革再度成为热点，针对有观
点称“年收入 12 万元以上被定为高收入群
体，要加税”，多位熟知个税改革的财税专家
10月24日对记者回应说，这一观点是误读，
纯属谣言，12万元不是划分高低收入人群的
界限。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
甫说，被热炒的“年所得12万元”概念实际
出自我国实施10年的个税纳税人自行申报制
度。2005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个人所
得税的意见，我国建立了年所得12万元以上
的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制度，12 万元只是
2006年起自行申报的收入界限，在当时也不
是划分高低收入的标准，今后也难以成为高
低收入人群划分的标准。有关媒体“年所得
12万元是高收入者”或“对年薪12万元的纳
税人要加税”的说法是一种推演和误传。

长期跟踪个税改革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孙钢说，在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划
分上，国际上及我国均没有法律确定的标
准，税法上也从没有确定过高收入的标准。

“我国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收入存在差距，高
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只是相对概念，不是
绝对概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此
次舆论热点凸显社会公众对个税改革的关注
和期盼。个税改革方向已经很明确，即要健
全个人所得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税制模式，通过税制设计，合理调节社会
收入分配，进一步平衡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
税负水平，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征税力度。
个税改革社会敏感度高，改革关键要形成社
会最大公约数，坚持“开门立法”，制定大多
数人能接受的方案，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税法
的遵从度。 据新华社

“年收入12万元以上
是高收入人群”属谣言

河南明年起将实施
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河南近日明确城乡居民医保“并轨”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从明年起，河南省将全面
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省8000多
万农村居民将与1100多万城镇居民一样，平
等享受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

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整合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根
据要求，河南省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工作，把卫生计生
部门承担的新农合管理职能及人社部门承担
的城镇居民医保管理职能合并，统一由人社
部门承担。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农合和城
镇居民医保两项制度城乡分割的弊端逐步显
现，参保人员待遇不公的问题日益突出。医
保制度的碎片化，还带来居民重复参保、财
政重复补贴、经办机构和信息系统重复建设
等一系列问题。

本次整合重点突出医保、医疗、医药联
动，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衔接，保障
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保待遇。

新政策执行后，河南省将统一城乡居民
医保起付标准、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
等。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
75％左右，并逐步提高门诊保障水平。城乡
居民医保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也将
统一。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实际人均筹资
和个人缴费不低于现有水平。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