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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
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
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
情和历史文化条件。

新中国成立６０多年，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
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的回答。这条道路，凝
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
年历史经验，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中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
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这条政治道路的重大意
义。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
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
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
治保证。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
的奋斗目标。早在１９７９年，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
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后一直强调，
我们实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
革。３０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
断深化，始终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
不断深化，始终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主题不断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激发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持了党
和国家活力，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了社会
主义法制，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有力地促进了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回顾３０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围绕社会主义民
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
未停歇。我们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

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
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
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
国家事务。我们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
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
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从党的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到以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实践；从大刀阔斧地
推进机构改革，到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行政管理体制；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到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实行基层群众自治，
到城乡同权的选举制度改革、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到建
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政治体制改
革的不断推进，汇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时代大潮，推动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创造举世瞩
目的发展成就。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
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
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
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
到持续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上层建
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们国家面貌发生的
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实行的政治制度符
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

不断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社会主义
制度新的生机活力，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政治优势——— 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
现高度集中；既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
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效

率。九八抗洪，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
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关键时刻、重
大时节，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催生了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使
我们能够昂然战胜自然风险的挑战、经济危机
的冲击、政治风波的考验，使我们能够圆满组
织、成功举办各种重大国际活动，在中华大地创
造奇迹。

对于这一点，即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否
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成
果，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经
验。那种认为改革开放３０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举
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
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发展、
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
而就。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同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是同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仍
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

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在政治体制
改革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我国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和
长期坚持这些来自实践、符合规律的成功经验。
这些经验最为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握正确政
治方向。只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证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兴旺发
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深化政
治体制改革，要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
积极性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
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有
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

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进，
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社会主
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目的是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对
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的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
党和人民在深刻总结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
的基础上，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确立起
来的，是我们党和人民尊重国情、尊重历史的正
确选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走自
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
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在我们
这样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搞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从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
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
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
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
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

走自己的路——— 这是中国在饱经沧桑、历
经磨难之后认识到的真理，也是中华民族面向
未来、壮大发展的指南。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原载１０月２７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８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２８日宣
布，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葡萄牙共和国
总统卡瓦科·席尔瓦的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１１月４日
至７日对法国、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

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三论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郑青原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８日电 经过四次审议
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８日下午高票通过了社
会保险法。这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首次就社保
制度进行立法。本法自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养老医疗保险可“漫游”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不畅，已成为
制约我国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由于
转移接续难，造成劳动者参保积极性不高，有的
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农民工退保。２００９年，国家
专门出台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提出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
业的，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就业所在地。

此次通过的社保法以国家立法形式将这一
政策上升为法律。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个人跨统
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
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

法律还同时规定了基本医疗保险的转移接
续问题：“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基本养老保险将逐步全国统筹

如何进一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层
次，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鉴于目前
各地已基本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社会保险法在表决前的“最后时刻”就提高社会
保险统筹层次作出明确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
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强化征收填实基金口袋

刚刚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强化了用人单位缴
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并规定了对用人单

位不缴纳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法律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
险统筹基金。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
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

针对欠缴社保费的现象，法律也规定了极
有操作性的刚性应对措施：社会保险费征收机
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
户，并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请划拨；同时，未提供
担保的，还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扣押、查封、拍
卖措施，抵缴社会保险费。

针对工伤保险欠费，法律还专门规定：职工
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
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
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先
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
不偿还的可依法追偿。

加强监管盯牢百姓“保命钱”

新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就社保基金监管作出
原则规定：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保障社会保险基
金安全、有效运行；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这部法律还专设一章，对社会保险监管作
出具体规定：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用人单
位代表、参保人员代表，以及工会代表、专家等
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掌握、分析社会保
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对社会保
险工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实施社会监督；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
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
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本
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养老医疗保险将可异地“漫游”
我国首次就社保制度立法 社会保险法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深圳１０月２８日电 一条名为“深圳
给马化腾发房补”的消息近日在网上飞速传播成
为网络热点：深圳将向包括拥有资产２９３亿元的腾
讯ＣＥＯ马化腾在内的多名企业高管发放购房补
贴或贴息。

此消息一出，立即在网上引发大量跟帖和留
言。许多网友认为，深圳市的房补没有用到正确的
地方，应该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人群享受，而非身家
过亿的企业家。也有网民认为深圳市的政策旨在
留住人才，无可厚非。

深圳社保局：

发房补属于人才激励政策

１０月１２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站公示该市高层次专业人才住房补贴发放名单，
共有６８４人享受房补，腾讯ＣＥＯ马化腾在名单
内。根据深圳有关政策，马化腾每月可领取３１００元
住房贴息。

很多网民质疑：身为深圳第一富豪的马化腾
还要拿政府房补合适吗？

对此，深圳市社保局２８日回应：马化腾于２００９
年６月经过规定程序被认定为深圳市地方级领军
人才，按照深圳市有关人才激励政策规定，可在５
年内享受购房贴息。这属于人才激励范畴，与其它
社会福利政策无关。

深圳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圳市委、市
政府于２００８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高层次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意见》及６项配套政策（简称“１+６”文
件），按照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和后
备级人才三个层次，给予不同程度的配套激励政
策。其中包括通过发放购房补贴、购房贴息、租房
补贴，及租住人才公寓等方式给各类人才以支持。
“我觉得深圳给的钱少了，而不是多了。”深圳

一位科研人员身份的地方级领军人才说，现在全

国各地都在争抢人才，深圳如果能够请来一位院
士，奖励一两百万并不为过。况且人才与个人资产
没有关系，政府认定他是人才并进行奖励，这是一
种价值的体现。

腾讯公司：

马化腾一向将奖金用于慈善

而针对网民有关马化腾不该拿住房补贴的议
论，腾讯公司 28 日称：腾讯尊重深圳特区的人才
政策。过往对于各级政府给予个人的各种奖励，马
化腾先生一向将奖金用于慈善用途。如此前获得
的深圳市长奖的一百万元奖金就已经转捐给了慈
善基金会，本次深圳市政府提供的“高层次专业人
才住房补贴”所涉及款项也会按照相同的方式来
操作，请大家一起来关注和支持公益事业。

腾讯公司表示，对于外界的一些夸大事实的
传闻，如将深圳市政府提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住
房补贴”篡改为“经济适用房补贴”等情况，完全是
对该政策的一种歪曲。

而在此之前，许多网民对马化腾拥有近 300
亿元资产还要拿住房补贴表示不理解。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是不是搞错了？”

潘石屹在新浪微博上说，像马化腾他们这样收入
水平的人，不应该领取政府的住房补贴。豆瓣网友
小虎说，马化腾应该主动放弃这个补贴，这些补贴
都是纳税人的钱，应该给更需要的人。

同时也有网友认为，政府给优秀人才发放补
贴，是政府人才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各地的通行做
法，无可厚非。

很多网民表示，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留住人
才，这本是正常的，但要考虑这些人才的实际需
求，简单的物质奖励并不能起到作用，更为重要的
是，政府在出台这些揽才优惠政策时，应当考虑是
否损害到了社会的公平。

293 亿元身家马化腾
月领政府房补 3100 元

深圳向“富豪人才”发房补遭网民质疑

据新华社贵阳１０月２８日电 贵州省
安顺市普定县大坡煤矿透水事故初步确
认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且事故发生后，
矿方未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因此，多名
相关党政领导干部被给予免职、记过等
处分。

贵州省副省长孙国强２８日在现场指
导事故抢险救援工作，他表示，这是一起
典型的违法生产、不按煤矿安全规程生
产酿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大坡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当地党
委、政府迅速启动问责程序。２８日，普定
县县长庞琨和普定县副县长刘和邦对大
坡煤矿重大透水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
有关规定，安顺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２８
日研究决定，给予两人行政记大过处分。

经中共普定县委常委会２８日讨论研
究决定，普定县马场镇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吴能正和镇党委委员、镇政法委书记

赵玉祥及镇安监站站长王良虎也被免去
职务。

此外，普定县安监局局长朱贵江和
县工业经济局局长梅世海也同时被普定
县纪委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记者当日下午在事故现场采访获
悉，大坡煤矿是一个乡镇煤矿，采矿许可
证等“六证”齐全，年设计生产能力９万
吨。今年８月２０日，大坡煤矿被停产整顿，
期间，在９月２日曾发生一起死亡１人的触
电事故。至２７日发生死亡１２人的透水事
故前，该煤矿停产整顿尚未通过验收，却
擅自组织生产。

据悉，透水事故发生后，矿上并未及
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而是自己组织
将６名矿工遗体运到洞口附近，另６名矿
工遗体仍集中放在井下。１０月２７日１７时
３０分，普定县马场镇派出所接到大坡煤
矿矿工举报后，到矿上核实情况，才得知
这一事故发生。

透水事故初步确认为重大责任事故

多名相关领导干部被问责

10 月 28 日，一名巴基斯坦警察在卡拉奇检查遇袭车
辆。一辆日本领馆车 28 日在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遭驾
车枪手袭击，3 名当地雇员受伤。 □新华社/法新

日本领馆车在巴遭袭

胡锦涛将访问法葡

据新华社河内１０月２８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地时
间２８日１４时许乘专机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出席２9 日至３０日
将在这里举行的第１３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第１３次东
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第五届东亚峰会和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

温家宝抵达河内出席

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

综合新华社河内１０月２８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８日
在河内分别会见了老挝总理波松、越南总理阮晋勇和柬埔
寨首相洪森。

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时，温家宝说，中方高度重视此次
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愿意同越方加强沟通协调，与各方一
道推动东亚合作取得新进展。温家宝指出，建交６０年来，中
越友好与合作是主流。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深化了经贸、文教、军事等领域合作，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
部湾划界问题，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当前国际
形势纷繁复杂、亚洲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中越关系保
持健康稳定发展，对两国乃至本地区至关重要。中方愿同越
方保持高层接触，建立中越领导人热线，加强各部门、各级
别磋商，增进互信，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和促进共同利益。

温家宝强调，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对维护中越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中越之间已经建立解决南海争议的谈
判机制，希望早日商签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
则的协议。阮晋勇对此表示赞同。

温家宝会见
老越柬三国领导人

中越同意尽早协议指导解决海上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８日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
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２８日透露，截至９月底，我国淘汰落后
产能任务已基本完成，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全国１８个工业行
业２０８７家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均已关停，大部分落后设备也
已拆除。

朱宏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前三季度工业通信
业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各省（区、市）上报的检查
落实情况，不少省份提高了淘汰标准、扩大了淘汰范围。山
东、重庆、宁夏、黑龙江、湖北、广东、陕西、山西等分解落实
到企业的目标超过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我国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已基本完成

据新华社台北１０月２８日电 台湾苏（澳）花（莲）公路塌
方事故的最新搜救结果显示，确认已造成１名大陆游客和２
名台湾民众罹难。此外，迄今仍有２３人失联，其中包括１９名
大陆居民。

据２８日最新获悉的消息，稍早前在宜兰县壮围乡东港
外海打捞到的残缺遗体，经ＤＮＡ比对确认为广东团游客
龚艳，这也是目前首位被证实罹难的大陆游客。
２名已确认罹难的台湾民众分别是：花莲毕士大教养院

的老师刘芸均、弘泰旅行社游览车司机蔡智明。蔡智明是北
京旅游团的司机，事发时他及时呼叫车上乘客破窗逃离，结
果自己错过了逃生的机会。

目前在事故中依旧失联的人员包括广东旅游团的另外
１８人、台籍导游及司机各１人、北京团领队田园以及台湾民
众许枝荣夫妇２人。

■大陆游客在台受困追踪

１名大陆游客已确认罹难

据新华社日本名古屋１０月２８日电 在日本名古屋举行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上，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公布了“２０１０年濒危动物名单”，名单显示，面临危机的
动物种类比２００９年增加了１０００多种，３３％的动物种类面临
灭绝危险。

在调查的５５９２６种动物中，有１８３５１种有灭绝危险，相当
于总数的３３％，比去年增加了１０６０种，灭绝危险度较高的包
括玳瑁等３５６５种动物。

此外，根据收集的全球动物物种数据，专家发现两栖类
面临最紧迫的危机，至少４１％的物种濒临灭绝。从地区来
看，东南亚的动物物种损失最为严重，大规模种植油棕、采
伐森林、开垦土地等是导致这一情况的主因。

全球约 1/3 动物种类

面临灭绝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