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韦志斌 排版：梁秀萍 校对：向彩忠
2019年10月25日 星期五

12 国内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召开会
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于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

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
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
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四中全会审
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充
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意
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
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定稿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决定稿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同时提出
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全面
梳理、深入研究、集思广益，切
实把文件制定好。

会议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

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坚持和完善
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
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
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
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保证。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
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 100 年
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
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
现。

会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
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
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科学谋
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
推进。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
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
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
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
护制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十九届四中全会
将于10月28日至31日召开

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共同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
国庆介绍，《关于适用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刑法、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
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条件、从
宽幅度、审前程序、量刑建议、
审判程序、律师参与、当事人权
益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
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了适用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包
括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
罪责刑相适应、坚持证据裁判、
坚持公检法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
等。

二是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认罪
认罚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
个阶段，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
用。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
用，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
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三是明确了“从宽”的把
握。从宽处理既包括实体上从宽
处罚，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

“可以从宽”，是指一般应当从

宽，但不是一律从宽，应当区别
认罪认罚的不同诉讼阶段、对查
明案件事实的价值、罪行严重程
度等，综合考量从宽的限度和幅
度。

四是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辩护权保障和被害方权益保
障。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
效法律帮助，应当听取被害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法律援
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
值班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之日起，值班律师可以查阅案卷
材料。

五是明确了审前程序侦查机
关和检察机关的职责。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其是否具
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告知义
务，积极开展认罪教育工作。人
民检察院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
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对案件处理
的意见，加强对侦查阶段认罚自
愿性、合法性的审查，确保犯罪
嫌疑人在自愿认罪认罚的基础上
签署具结书。

六是明确了量刑建议的提出
方式、采纳和调整原则。办理认
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
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量

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
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
见，尽量协商一致。人民法院一
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
议，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
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
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
以调整量刑建议。

七是明确了审判程序的适
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
院应当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具
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
审查核实。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
序审理案件，可以集中开庭，逐
案审理；人民检察院可以指派公
诉人集中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
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
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二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认罪认罚的作
用决定是否从宽，确定从宽幅度
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
所区别。

八是规定了未成年人认罪认
罚案件的办理。办理未成年人认
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法定代理
人的意见，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
的，应当听取合适成年人的意
见。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
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不需要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未成年人
认罪认罚案件，不适用速裁程
序。

（据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
电 记者24日从国务院扶贫办
了解到，国务院扶贫办将重
点采取六项举措，推动扶贫
战线扎实做好全面收官阶段
各项工作。

距离2020年底还剩 400
多天，国务院扶贫办号召扶
贫战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必胜信心，发挥脱
贫攻坚专责部门主力军作
用，咬定目标，一鼓作气，
务求全胜。这六方面举措包
括：

一是全面排查解决突出
问题。针对贫困县重点组织
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及
早发现问题并整改到位。重
点排查“三落实”“三精准”

“三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
二是攻克深度贫困堡

垒。加大支持力度，新增脱
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
项目、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
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对贫困人口多、贫困发
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县和
村挂牌督办。强化综合性保
障措施，对无法依靠产业就
业脱贫的特殊贫困群体，采
取综合性保障措施，确保基
本生活有保障。

三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
返贫。严格执行贫困县、贫
困村、贫困人口退出的标准

和程序。坚持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投入力度不减，财政涉
农资金整合力度不减，贫困
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不
撤。建立返贫监测预警机
制，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
制，强化产业扶贫，促进转
移就业，加强扶志扶智工作。

四是防止摘帽后松劲懈
怠。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
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要
求，确保频道不换、靶心不
变、力度不减。对工作存在
松懈倾向的摘帽县，开展常
态化约谈提醒纠正。

五是广泛凝聚脱贫攻坚
力量。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定点扶贫，继续签订协议
书和责任书。深化消费扶
贫，把消费扶贫纳入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考核评
价内容，积极创造社会参与
的有效平台，落实社会参与
的激励措施，调动更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

六是关心关爱基层扶贫
干部。保障交通安全，关心
身体健康。深化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重
点解决频繁填表报数、多头
重复考核督查等突出问题，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让广大
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做实功
求实效。

两高三部发布指导意见

确保准确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国务院扶贫办将重点采取六项举措

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