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一把手”监督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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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建设质

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一把手”监督出现了监督意识薄弱、监督能力不足、监督制

度不完善等新难题。 新时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迫切需要从加强“一把手”的思想教育、提升监督能力、完善

监督制度等方面寻求解决路径，以合力释放监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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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把手”是党的事业的领

头雁。 对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

督，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保证自身肌体健康、保持

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关键，更是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完善党的监督体系、确保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多次对“一把手”监督问题做出明确部署，先后制

定并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党委（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一系

列法规制度。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再一次强调，要
完善权力监督制度，突出加强对“关键少数”，特别

是“一把手”的监督。 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要增强

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 对加强“一把

手”监督的强调、再部署、再推进，彰显了党中央完

善“一把手”监督、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的强大政

治决心。

一、新时代强化“一把手”监督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把手”是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
拥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和指挥权，是贯彻执行党

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第一责任人，是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一把手”的“成
色”决定着一个单位、一个党组织的质量，“一把手”
权力配置是否得当、权责关系是否明晰、权力运行是

否科学规范，对一个组织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有深远

影响。
１．强化“一把手”监督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

握五个重大原则，其中，首要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和重申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的就是防止动摇和弱

化党的领导问题的出现。 毛泽东曾做出判断：“领导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党建理论研究基地项目“提升新时代党员干部执行力研究”（１９ＤＪＹＪＹ０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

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农村妇女事业发展研究”（１８ＢＫＳ１２６）。
作者简介：廖和平，女，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邢硕，男，湖南科技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湖南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１３



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

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１］习近平坚持并进一

步强化了这一重大政治判断，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
是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

上。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和最关键的就

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是

“关键少数”，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

数”中的“关键少数”，“高级干部一旦犯错误，造成

的危害大，对党的形象和威信损害大” ［２］９６。 一旦

“一把手”思想发生蜕变，往往就会影响大局，给党

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把手”同时也是

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落实到人民群

众身上的关键一环，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当，因
此，要保证“一把手”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
于人民的人手中，真正用于为人民谋福利，就必须让

权力在监督下运行。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
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变化、历经考验的过程

中，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先进性，需要通过权力监

督来实现。 “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
越要加强监督。” ［３］２１１ 监督是管党治党的重要途

径。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

律。” ［３］１２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和执政地位，必须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坚持权

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党才能获得群众的好感与信

赖，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带领

人民群众锚定目标，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奋发图

强，砥砺前行，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

供坚强保证。
２．强化“一把手”监督是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

要支撑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党的建设质量关系到党的政治形象，维护党的政治

形象需要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习近平认

为，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

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 ［３］３０。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

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
味。” ［４］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 党员，特别是“一把

手”质量的高低关乎党的建设的整体质量，因而“一
把手”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一把手”品行

端正，能带动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甚至整个地区的政

治生态向好发展。

党的建设质量还影响党和国家的事业与前途。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自身建设就要

跟进到什么阶段。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 ［５］ 并且明确要求“增强干部推动高

质量发展本领” ［５］ 。 只有建设一个高质量的政党，
才能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高质量发

展”的命题指明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方向，而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则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习近平多次

强调要提高相关领域党的建设质量，并指出：“这些

都不是就事论事讲的，而是着眼于永葆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提出来的。” ［６］ 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需要一

批高质量的领导干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我

们必须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基本原则，针
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特殊群体，如果

管理不严格，监督不完备，那么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

就得不到解决，我们党将可能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

险。 只有不断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一把

手”充分发挥“头雁”作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严
守党的政治纪律，遵守党的政治规矩，以“关键少

数”带动“绝大多数”，才能避免党从内部变质，才能

根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才能切实推

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３．强化“一把手”监督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

特征，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必

经过程。 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３］１３８“一把手”在党的事

业中担负着管党治党的重要政治责任，如果“一把

手”出现懒政、庸政甚至贪污腐化现象，就极易产生

连锁反应，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延
展性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围绕“打
铁必须自身硬”的庄严承诺，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不良风气，党内政治生活

和政治生态得到根本好转。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４６４．８ 万余件，其中，
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 ５５３ 人，处分厅局级干部 ２．５
万多人、县处级干部 １８．２ 万多人［７］ 。 然而，在肯定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

到党中央一刻不停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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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内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

管党治党不严、监督不到位的现象，“一把手”腐败

仍旧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 据相关数据，党
的十八大以来，倒在反腐利剑下的中管干部中，党政

“一把手”占到相当比例；不是“一把手”的，违纪违

法问题也有很多发生在其担任“一把手”期间［８］ 。
党的十九大后，查处的中管干部中主要问题发生在

“一把手”岗位上的就有 １００ 多人［９］ 。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 ［３］２０８新长征

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 “绊脚石”，只有坚

持强高压、无禁区、全覆盖地加强对“一把手”的监

督，才能借助“关键少数”对“绝大多数”形成震慑，
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新时代“一把手”监督面临的
新困局及其成因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

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

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５］可以看到，随着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入，党内政治风

气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党内的凝聚力、号召力、战
斗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在充分肯定反腐败斗争成

就的同时，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征途仍未结束。
“一把手”监督仍然是党内监督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监督过程中仍存在部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因此，
揭露“一把手”监督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挖掘其背

后的深层原因，才是破解“一把手”监督困境之要。
１．“一把手”自身监督意识薄弱导致监督形式化

第一，有的“一把手”对自身的监督责任认识不

够深刻，不能主动开展监督。 履行监督职责是党的

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的共同任务，既需要纪委

监委的专门监督，也需要领导干部的自我监督。 然

而，有些“一把手”对自身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中肩负的主体责任认识不清，将领导职责与监督

职责割裂开来，只热衷于享受领导权力，漠视自身的

监督责任，缺乏履行监督职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
能将监督职责和领导职责有机融合起来。 而且，有
的“一把手”由于缺乏监督的政治勇气，不能恰当地

认识监督效果，甚至产生过严监督会束手束脚从而

影响工作开展的矫枉过正的心理，即使发现领导班

子中的成员有违纪违法问题，也选择隐瞒不报，对工

作开展和组织建设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有的“一把手”缺乏刀刃向内的勇气，自

我监督意识薄弱。 由于缺乏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
以致有些“一把手”的自我监督在思想意识层面与

实践层面都无法发挥实效，甚至出现以权力对抗监

督、以个人意志取代民主决策的情况，“一言堂”“一
支笔”的现象屡屡发生。 此外，有的“一把手”由于

缺失宗旨信仰，懒政怠政，搞利益联盟，崇尚拜金主

义、享乐主义，不顾国家、群众利益，对组织叮嘱置若

罔闻。
第三，个别“一把手”特权思想严重，不愿接受

监督。 个别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

“一把手”，将自己同班子其他成员、同上下级之间

的关系看作“猫鼠关系” “父子关系”，搞“山头主

义”“帮派主义”，而在普通群众面前则毫无公仆意

识，存在特权思想。 有的“一把手”为了保护“私人

领地”不被侵犯，也为了防止手中权力被分散，排斥

监督、拒绝监督。 此外，个别“一把手”由于错误地

理解了监督的内涵，将监督看作破坏党群、干群关系

的工具，将群众与领导干部相对立，背离了“一把

手”权力设置的初衷，破坏了党的群众基础，损害了

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政治形象。
２．监督主体监督能力不足削弱监督系统性

第一，监督主体业务能力不足。 监督 “一把

手”，如何监督是“难题”。 纪检监察干部如果没有

真功夫和硬本领，就很难施展监督的“拳脚”。 新形

势下，影响“一把手”监督的变量增多，如“一把手”
贪腐手段日趋隐蔽、花样翻新，部分纪检监察干部政

策理论和业务知识不过硬，缺乏有效监督的方法，导
致识别监督场景的难度增大等，这些都会影响“一
把手”监督的实效。

第二，监督主体政治能力不足。 习近平强调：
“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执纪者要做遵

守纪律的标杆。 各级纪委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纪律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保持队伍纯洁，努力建设一

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１０］纪检监察

权是一种重要的公权力，不对其进行监督制约，也会

造成权力扩张和滥用问题。 个别纪检监察干部思想

认识不到位，把监督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沦为

贪腐人员的“马前卒”，致使监察干部跑风漏气、瞒
案抹案、以案谋私、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灯
下黑”现象时有发生。 可见，纪检监察干部思想底

线松溃是导致“一把手”监督失之于宽的原因之一。
第三，各监督主体之间合作能力不足。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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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监督不是各自为战，而是要打组合拳。 目

前，我国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监督体制已基本建

立，但党内监督同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
法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

监督力量之间缺少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各自孤军作

战，监督体系缺乏有效整合。 分散的监督主体，虽在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监督范围，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会存在监督范围相互交叉、监督职责分工不明等问

题。 习近平曾提出：“现行党内监督条例，监督主体

比较分散，监督责任不够明晰，监督制度操作性和实

效性不强。” ［２］８１监督主体缺乏明确的组织协调和

整体协作，导致各监督主体之间缺少有效互动和沟

通，更无法共享监督信息。 另外，由于各监督主体具

备的监督职能、所处环境以及关注的监督方面各不

相同，监督主体配合不足，客观上分散了监督力量，
使得“一把手”监督缺乏共同的聚焦点。

３．“一把手”监督制度不健全致使监督随意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制度体系建设一直是党

建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当前“我们的制度有些还

不够健全，已经有的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 或者

栅栏太宽了， 或者栅栏是用麻秆做的， 那也不

行” ［１０］ 。 近年来，我们党已经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

系列加强“一把手”监督的规章制度，但仍存在制度

内容不全、不细、不规范的情况。
第一，监督制度内容不够全面，缺少相应的配套

机制。 监督制度无法涵盖“一把手”工作的内容，监
督主体对需要监督的内容缺乏确切的认识，存在监

督盲区。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虽然规定了

部分监督内容，但对于诸如不同岗位的“一把手”拥
有哪些权力、行使权力需要经过哪些程序和环节、哪
些行为需要监督、哪些行为需要惩戒等问题都界定

不清。 此外，从以往案例看，许多“一把手”的违法、
违规、违纪行为往往隐蔽地发生在非工作时间和非

工作场所，由于缺乏八小时外的“休闲监督”管理制

度，致使“一把手”在工作时间之外的自由度、随意

性增加，也由此产生了监督无法覆盖的缺口，导致监

督工作无从展开。 习近平指出：“许多违纪违法的

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

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

力的原因。” ［３］２１１再加上缺乏确保监督得以生效的

保障性条款，使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以发挥实效。
第二，监督制度内容不够细化，权力设租寻租空

间仍然存在，实际监督操作性不强。 当前，监督制度

顶层设计的内容大多是宏观性、指导性、政策性的，

从内容上来看仍笼统、抽象，缺乏实际操作中所需的

详细的专项条款和实际方法指导，致使实际操作中

出现了弹性过大、难以精准监督的情况。 而且监督

制度惩戒条款不明，也容易导致即使违反了规定也

不知该如何惩戒、怎样追责的情况。 这种形式大于

内容的机械式监督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遵守制度

者吃亏、违规违纪者得利的不良风气。 虽然部分地

方已经对权力清单制度做了创新性尝试，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很多规章制度也将令行禁止的情况做了

明文规定，但科学制定党政部门的权力清单以及将

这种制度合理地在党内全面推行仍需要时间。
第三，群众监督欠缺可操作条规制度，群众监督

效能有待提升。 群众是最强大的监督力量，群众监

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习

近平强调：“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

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 ［１１］习近平将群众监督与党

的自我监督地位相并列，明确了群众监督不可替代

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虽然赋予

了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利，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

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１２］ ，但到目前为止，在群众

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上，仍缺乏引导规范群众监督

的专门化制度，对群众的监督权利缺乏有效的法治

保障，影响了群众监督效能的释放。

三、新时代完善“一把手”
监督的破局之要

　 　 “一把手”监督绝非易事。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无论“管”与“治”，依法依规监督都是题中之

义。 “一把手”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更
是管党治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加强“一
把手”监督，需要将加强思想理论教育、提升监督主

体能力、完善优化监督制度等措施贯穿于这项复杂

工程的各个环节，最终形成各级党政“一把手”不能

腐、不敢腐、不想腐的良好政治生态，实现管好党、治
好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治理目标。

１．立足思想教育，增强“一把手”的主观能动性

“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
加强“一把手”监督，关键要加强对“一把手”主观世

界的改造，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提高精神境界，筑牢思想堤坝，从本质上增强

“一把手”自我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勇于主动监督

的思想和行动自觉，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４３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把好“一把手”的理

想信念总开关。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精神之钙。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

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 ［５］唯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事业观，
才能建立正确的权力观。 “一把手”滥用权力，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总开关”没拧紧，产生了思想上的滑

坡，因而要通过定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群众路线教

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一系列理想

信念教育活动，帮助“一把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权力观，坚定“一把手”的信仰信念，树立权

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思想理念，摒弃精神懈怠的

不正之风，筑牢“一把手”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
火墙”，增强“一把手”自我监督的思想自觉。

第二，加强政德教育，提高“一把手”的政治操

守 和 职 业 道 德。 “ 国 无 德 不 兴， 人 无 德 不

立。” ［１３］１６８政德是领导干部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

守，是检验领导干部素质高低的“试金石”。 通过开

展党的基本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性

教育等一系列对“一把手”的政德教育培训，推动建

立领导干部政德教育体系，帮助“一把手”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促使“一把手”锤炼政德意志、砥砺

政德品格、提升政德修养、践行政德规范，自觉做到

用权为公而不为私、施权于民而不利己。
第三，加强法纪教育，牢固树立“一把手”的法

纪意识和规矩意识。 要经常性地开展勤政廉政教

育、党风党纪教育，组织“一把手”学习党规党纪和

监察法规，及时通报各级纪委的典型案例，将警示教

育融入“一把手”的日常工作及干部培养、选拔、管
理和使用全过程，以培促学，以学促效，牢固树立法

纪意识和规矩意识。 只有强化法纪意识，使“一把

手”明了法纪、敬畏法纪、遵循法纪，“一把手”才能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带头廉洁自律、严格要求、
接受监督，打牢依规依法办事的基础，用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

２．强化业务能力，拓宽监督主体的执纪维度

强化业务能力，能够极大地提升监督主体的执

纪本领，消除监督主体“碍于面子”“破坏团结”等思

想，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不想监督” “不敢监督” “不
会监督”的问题。

第一，着力提升监督主体的专业能力。 通过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以实际监督成效取信

于民，彻底解决监督主体“不想监督”的问题。 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有力武器，
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方案作为培训主题，坚决矫

正认为监督就是惹事、得罪人等思想误区，分清公私

界限，强化敢于监督的担当精神，培育为党、为国、为
人民负责的监督理念，斩断监督主体“不敢监督”的
错误路径。 通过对相关监督政策法规的学习和对实

际监督工作的培训，练就过硬本领，培育监督主体在

用好用足现有监督手段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监督

思想、理念，规避监督越位、缺位现象，有针对性地加

强对监督主体的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提升专业化

监督水平，解决好监督主体“不会监督”的问题。
第二，监督主体根据“一把手”的权力清单内

容，将监督重心前移，通过明确监督权限、狠抓监督

管理，促进各个监督主体开展监督。 一是明确监督

权限。 要准确理清现有对“一把手”监督的制度，对
于纷繁复杂的监督制度去粗取精、简化步骤，从而破

除看似大包大揽实则没人真管的监督弊端；各级监

督主体的权限范围要透明，真正将监督权力放在阳

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规范监督权的行使。
二是狠抓监督管理。 要熟练掌握党和国家的各项监

督政策和规定，通过谈话、督查等方式，把日常监督

做实、做细；畅通监督渠道，真正发挥监督机制的作

用，贯通三级监督，在加强党内监督的前提下，补充

和完善党外监督，通过创新监督方式、拓宽监督渠

道，真正让监督机制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３．完善监督制度，形成常态长效监督合力

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制度建设是上策。 党

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强调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

党。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

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５］

习近平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

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

制。” ［１３］３８８完善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必须着眼

于统筹全党，确保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部门发挥

好自身的职能作用，同时促进党外监督主体和相关

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各部门协同合作，形成常态

长效的“一把手”监督合力。
第一，促进“一把手”监督制度的精细化建设，

堵住制度漏洞，提高监督制度的创新性、精准性和可

操作性。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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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
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 ［５］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

进入深水区，少数“一把手”的贪腐方式也更加多样

且隐蔽。 因此，一方面，要坚持制度创新，精准制定

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各类具体内容、标准和责

任，加强对“一把手”的“精细管理”，加强对监督内

容、程序、依据、过程等制度文本的制定，突出问题意

识，抓住要害，织密制度牢笼。 另一方面，要提高

“一把手”监督制度的可操作性，并完善“一把手”问
责机制。 在严格坚守监督制度权威性的同时，坚持

从实际出发，制定因地制宜的监督程序，真正做到监

督有条例、操作有细则，让各项监督有章可循，为
“一把手”戴上制度的“紧箍咒”，以严格的法律法规

和问责追责机制倒逼“一把手”自觉行使手中的权

力，确保任何违法乱纪行为无所遁形。
第二，深化监督体制改革，在完善党内监督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发挥党外监督效能。 一是在党内监

督方面，应切实落实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用制度这

一刚性约束规范“一把手”行为，还要健全党员监督

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党员的监督权。 一方面，通过畅

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的渠道，积极引导党员提

高民主意识，养成监督习惯，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积

极参与监督实践和监督过程；另一方面，通过做好事

后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党员的自我保护，切断参与党

内监督的党员干部的后顾之忧，切实保护监督者的

合法权益，让下级由不敢监督变为勇于监督。 二是

在党外监督方面，通过强化党外监督机构的独立性

和权威性，建立由国家监委垂直管理的独立监察体

制，并有效发挥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举报监督、信
访监督等群众监督职能，建立系统明确的“一把手”
群众监督制度，推广异地监督方式，独立高效地行使

监督职权，以破除党内监督下因利益勾连产生的监

督不到位的情况，有效监督“一把手”权力。 最终形

成“一把手”监督与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
审计监督等党外监督形式和反腐败建设、党的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的相互促进协调，使有效的监

督能“一竿子插到底”，加快推进监督作风、职能、方
式的创新转变，促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筑牢对

“一把手”监督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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