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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社科院廉政中心课题组∗

摘　 要： 山西一度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政治生态一度严重恶

化。 站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起点， 深入剖析山西政治

生态一度恶化的表现、 过程及原因， 对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和剖析山西发生系统性塌

方式腐败的演变过程、 具体表现和深层次原因， 概括和总结净化山西政

治生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深刻反思在净化政治生态过程中仍然存在的

问题，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抓 “关键少数” 与落实主体责任并

举， 彰显净化政治生态领导者、 执行者、 推动者作用； 严厉问责与容

错纠错并举， 努力形成愿作为、 敢作为、 会作为的良好政治氛围； 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并举， 厚植良好政治生态的

土壤； 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并举， 构筑 “清” “亲” 政商关

系； 正党风政风与带民风社风持续好转并举， 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政

治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 实践探索与科学评估并举， 构建政治生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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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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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相

互影响所呈现的基本状态， 由组织、 个体及相应的制度体系、 经济社会

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 山西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不断净化优化政治

生态的创新性实践探索， 为区域政治生态治理修复提供了有益借鉴。 本

文站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

高度， 对山西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表现、 过程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和反

思， 对山西实现政治生态持久风清气正和其他地区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

态都有重要意义。

一　 山西政治生态的演变过程及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

原因剖析

２０１４ 年， 山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系统性塌方式” 腐败， 煤焦、

交通、 国土资源等领域成为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灾区， ７ 名省级领导

干部被立案调查。 一些领导干部沦为不当利益链条上的 “提线木偶”，

“一拉一大串”， “一倒一大片”， “一端端一窝”。 这些腐败问题充分暴

露出当时山西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问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 对山西原省委领导班子进行重大改组

式调整。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出席山西

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调整决定时指出： 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

少问题，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一）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的表现

发生系统性与塌方式腐败， 意味着山西政治生态已经严重恶化。 从

已经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 一度山西官商之间、 官员之间关系严重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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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不正， 一些领导干部在扭曲的政治生态中走上了

以权谋私、 贪污腐化、 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 种种表现令人震惊。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突出表现在腐败案件量大面广、 频发多发， 系统

性塌方式腐败特征明显。 随着查办案件力度的加大， 过去隐藏的腐败存

量集中爆发， 涉腐官员多、 层次高， 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现 “集体

沦陷”。 纵向看， 上到省、 市， 下到县、 乡、 村， 几乎所有层级都发生

了腐败问题； 横向看， 从经济领域到政治、 文化、 社会领域等都有腐败

渗透和侵袭， 煤炭、 交通、 国土资源等部门成为当时腐败的多发系统，

甚至纪检监察、 组织部门 “灯下黑” 问题也时有发生。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集中表现在经济领域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 政

治生活 “私人化” 和买官卖官问题猖獗， 社会上歪风邪气盛行。 煤炭

资源十年黄金期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诱使商人与官员构成了错综复杂的

利益共同体。 特别是在资源开采领域， 部分私营矿主与手握资源出让、

资源整合审批权力的官员相互勾结， 快速积累起巨额财富。 商人为官员

出钱、 官员为商人输利， 权钱交易， 权力资本联姻的空间扩大， 严重污

染破坏了政治生态。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深层表现在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盛行， 一部分党员

干部政治信念丧失、 道德沦丧。 具体表现为找靠山、 拉关系司空见惯，

洁身自好、 正直肯干的干部成为不入群的 “另类”。 “琢磨事儿不如琢

磨人” 成了一些人投机钻营的金科玉律等。 腐败 “重灾区” 吕梁市，

围绕煤炭利益的 “黑金” 政治大行其道， 一些能干事、 想干事的干部

屡屡碰壁， 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

（二） 山西政治生态演变的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山西政治生态之所以恶化， 并非一夜之

间的 “大厦倾倒”。 它是一个渐变过程。 纵观山西反腐历程， 在不同时

期也取得了一定的反腐成效， 但因监督惩戒力度不大， 腐败毒瘤越长越

大， 最终发展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地步。 综合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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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政治生态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９） 山西政治生态总体良好， 腐败问题基本处

于可控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在能源、 原材料、 运力紧张背景下， 在生产资料价格实行 “双轨制”

以及国企改制、 金融、 技术、 土地等要素市场放开的进程中， 体制外市

场力量向行政权力获取资源的冲动增强， 公权力腐败的机会大大增加，

权钱交易现象逐步增多， 以寻租为目的的各种经济犯罪开始出现， 个别

握有实权的官员还出现从 “寻租” 向 “设租” 的腐败趋势。 山西与全

国一样， 始终重视反腐败工作， 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 开展了多轮专项

整治工作。 比如，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省委、 省政府在 “一整两反” （整顿财

经纪律， 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铺张浪费） 行动中查处违纪问题单位

１６４９８ 个、 违纪金额 １０ ５９ 亿元， 取缔 “小金库” ５００ 多个， ２６９ 名涉

案人员中， 按党纪、 政纪、 法律惩处了 １９４ 人。 预算外资金的清查使 ４４

名涉案人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惩处。 一年中， 全省检查出公

款 “吃喝玩乐” １２５９ 次， 曝光 １８０ 人次， 收回补交款 ６ ４ 万元， 按党

纪政纪处理 ２６ 人 （丁继云、 王泽斌， １９９９）。 以上数据和案例， 一方面

反映了山西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 另一方面反映出， 由于旧的计划经

济体制被打破， 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 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漏

洞为腐败滋生留下了空间。 这个阶段腐败势头基本处于可控状态。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与煤炭 “十年市场黄金期” 叠加， 煤焦领

域腐败成为山西政治生态恶化的 “催化剂”。

山西的优势在 “煤”， 经济发展靠煤， 问题也集中出在 “煤” 上。

进入新世纪， 我国煤炭市场经历特困期后逐步复苏， 延续了持续十年的

价格上涨期， 山西 “煤老板” 一夜暴富的财富传奇逐渐增多。 ２００５ 年，

山西有合法煤矿 ４２００ 个， 而非法煤矿比这个数字要多很多。 “每个非法

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

它是干不下去的” 成为当时资源与权力结合的真实写照。 据当时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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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官员从矿撤资退股的情况显示： 全国总共申报登记投资入股煤矿官

员有 ５３５７ 人， 入股金额人民币 ７ ５５ 亿元。 而山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

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 就有 １１２６ 人申报投资入股煤矿， 投入

金额 １ ７ 亿元， 分别占到 １ ／ ５ 以上 （王继军， ２０１４）。 煤炭资源在向私

营企业有偿出让、 煤炭资源整合等不同主体间的倒手， 部分地区权力与

资本联姻共同掘金， 坊间广传 “黑金时代” 的 “心比煤黑”、 “煤商与

红顶”、 “养商与买官” 之说， 山西 “政治雾霾” 指数出现了 “爆表”。

吕梁等煤炭资源富集的地方成为官员沦陷和政治生态恶化的重灾区。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发生后， 山西形成强力

治理腐败的 “高压态势”， 政治生态渐显风清气正。

从揭露出的腐败问题看， 山西腐败 “井喷现象” 令人震惊、 震撼，

所查处的违规违纪干部呈量大面广、 集体坍塌的特征。 省部级干部落马

７ 人； 市一级， 省会太原连续三任市委书记、 三任公安局局长被查； 县

一级， 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 市长、 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 还有一

些乡镇、 村级干部也深陷腐败泥潭。 面对系统性、 塌方式腐败， 山西在

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反腐败持续加力， “打虎”、 “拍蝇” 不

歇停， 以刮骨疗毒的勇气重典治乱， 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标本兼

治打出精准有力的 “组合拳”， 不断推动管党治党由 “宽松软” 走向

“严紧硬” 转变。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前 ９ 个月， 山西省立案数、 结案数、 处分

人数均排全国第一位， 形成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这一阶段， 山西在

“减存量”、 “遏增量” 的同时， 注重标本兼治， 充分运用 “四种形态”，

抓早抓小， 小病快治， 小错即纠， 澄清问题， 让干部放下包袱干事创业。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７—　 ） 山西政治生态实现由 “乱” 转 “治” 的重

大转折， 进入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新阶段。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 对山西净化政治生态给

予了肯定评价， 标志着山西政治生态实现了由 “乱” 转 “治” 的重大

转折性变化。 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 山西从上到下都清醒

地认识到， 山西政治生态好转只是 “大病初愈”， 还需 “康复治疗”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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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巩固， 既要做好刮骨疗毒的工作， 又要做好修复 “土壤” 的工作，

在 “一个指引、 两手硬” 工作思路和要求下， 坚持抓思想从严、 抓管

党治党从严、 抓执纪从严、 抓治吏从严、 抓作风从严、 抓反腐从严的

“六严” 并举， 突出制度治党， 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下大力气全面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着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新 “名片”。

（三） 原因分析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 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造

成的， 既有与其他地区相似的共性原因， 也有山西特有的资源型经济、

历史文化及地方政治生态的原因； 既有制度、 主体、 监督方面的原因，

也有市场经济拜金主义文化等负面的因素影响。 从山西省情实际、 历史

文化特点、 政治生态演变过程来看，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１ 主体虚位、 监督缺位、 权力越位相互交织， 管党治党宽松软

这是山西政治生态恶化、 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根本、 主要和最

直接原因。 一些党委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意识不强， 重业务不抓党风，

重经济发展不重廉政建设， 履行主体责任缺少规范化、 精细化、 可操作

“责任清单”。 一些地区、 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宽松软， 对干部

身上表现出的腐败苗头和倾向实行 “鸵鸟政策”， 使一些大案要案大事

化小、 小事化了， 未能对腐败行为做到零容忍， 没有形成震慑效应， 助

长了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力异化和腐败猖獗。

２ 行政权力与市场边界不清， 权力过多干预资源配置

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 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 导致权力对资源

的错配、 乱配， 局部地区形成官员与商人结盟攫取利益。 在山西煤炭资

源开发领域， 伴随着开发主体的变迁， 许多地方发生了公权力被双重

“俘虏” 的可悲局面。 在资源开发主体从国有走向私营， 再从私营被收

归国有的反复过程中， 政府有形之手始终掌控着资源出让、 安全监管、

资产整合等重要环节， 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 在 “资源变现” 过程

中获得了巨额收益， 发生了 “管制者被俘虏” 的问题。 某些负有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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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和司法监督责任的官员在巨额利益的引诱下， 加入官商利益联盟，

出现 “监督者被俘虏” 的严重腐败问题。

３ 干部选用导向混乱， 不正之风盛行

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 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外在表现， 源于选

人用人不良风气持续存在， “劣币驱逐良币” 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

选用干部的标准的变异。 在干部选任程序中， 一些地方和部门不能严格

按照干部选任程序开展工作， 对 “一把手” 的用人权缺乏有效监督措

施， “少数人选人” 的格局长期固化， 为提拔 “自己人”、 “圈内人” 提

供了机会和空间。 那些 “带病提拔” 的干部上台后， 必然无视党纪国

法， 变本加厉地寻租权力， 加倍寻求利益补偿。 如此恶性循环， 贪腐现

象必然泛滥成灾。 据 ２０１４ 上半年山西省万份民调问卷显示， 除 ２２ ２％

受访者不了解外， １２ ３２％ 认为所在地区、 部门跑官要官， 买官卖官，

干部带 “病” 上岗、 提拔等现象比较普遍， ３ ７４％认为比较严重。

４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甚至一些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放松党性锻

炼， 理想动摇， 信仰缺失， 价值观严重扭曲， 道德失范

发生以权谋私、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 固然有资源型经济弊端、 制

度漏洞， 不良商人围猎腐蚀等原因， 根本原因还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淡化、 宗旨意识薄弱、 价值观扭曲， “不想腐” 的思想防线垮塌。

腐朽的官本位文化仍有较大市场， 有些人当官不是为民而是为己， 不是

为公而是为私， 为一己私利出卖公权力。 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伴生的拜金

主义、 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 更使得这些信仰信念缺失的官员在钱色诱

惑面前彻底溃败。

５ 腐朽文化和不良社会风气与不良政治生态相互影响， 恶性循环

受不良风气的浸染， 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随之恶变， 经商要与权力

结盟、 “进步” 要有靠山、 办事就要用钱开路……这些观念一时成为某

些人观察、 判断社会的 “共识” 和行事、 办事的 “经验之谈”。 容忍、

赞同、 羡慕、 参与 “潜规则” 以博取 “成功” 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文化

氛围反过来又加剧了一些地方政治生态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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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西净化政治生态的治理举措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改组后的山西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对山

西工作的新指示和新要求， 针对山西系统性、 塌方式腐败问题和严重恶

化的政治生态， 接续发力、 多措并举， 推动山西政治生态实现了由

“乱” 转 “治” 的重要转折。

（一） 治理举措

１ 明确 “一个指引、 两手硬” 重大思路和要求， 把全面从严治党

贯穿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部工作， 为构建省域良好政治生态做出了

科学的顶层设计

改组后的山西省委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对山西的指示要求， 针对山西发展所处方位、 突出矛盾和发展目标， 提

出 “五句话”、 “一个指引、 两手硬” 等重大思路和要求， 明确按照全

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提出并实施了 “六权治本”、 “六大发展”、 “六型转

变”、 “干部六查” 等重大举措。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省委召开专门会议， 提

出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巩固、 深化、 提高” 六字方针和五项目标；

１０ 月底， 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 对在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中交上

“山西答卷” 做出全面部署。 科学的顶层设计推动了全省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有效净化政治生态， 也带动了经济发展转折性变化。 仅

２０１７ 年一季度， 山西全省 ＧＤＰ 增长了 ６ １％ ， 一举扭转了连续几年增

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基础。

２ 坚持零容忍、 全覆盖， 保持高压态势， 强力正风反腐， 持续净

化政治生态

近几年来， 山西省委坚持 “六严” 并举， 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五个

方面要求， 提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六项重点任务， 以永远在路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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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决心， 聚焦重点难点， 推动各项管党部署落实落地。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７

月，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群众举报 ４１６８９ 件 （次）， 初核案件

线索 ６３５２ 件， 立查案件 ６７１２ 件， 结案 ６５１５ 件，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

上升 １２６ ７７％ 、 ４４ ５９％ 、 ４５ １６％和 ４３ １６％ ； 处分违纪党员干部 ７１４８

人， 同比上升 ４１ ８５％ ； 同时， 建立起了责任倒逼、 日常督促、 问题限

时解决等机制， 让主体责任落地生根。 ２０１６ 年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

问责 １１１５ 人 （姚晋平、 陈俊琦， ２０１７ａ）。 ２０１７ 年， 全省处置问题线索

５０９４０ 件， 增长 ３２％ ； 立案 １７４０１ 件， 增长 ８ ９％ ； 结案 １６８４６ 件， 增

长 ６ ５％ ； 处分 １６９７９ 人， 增长 １ ３％ ， 其中政务处分 ３６８８ 人， 移送司

法机关 ３８２ 人 （人民网， ２０１８）。 全省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 ３０２１ 件， 处理 ３０２１ 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２７７２ 人； 共查处

扶贫领域问题 １０９８ 件， 处理 １０９８ 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９６４ 人 （刘

宇、 闫书敏， ２０１７）。 从已经查办的案件中， 人民群众真正看到了腐败

无 “特区”， “不敢腐” 的压力正在层层传导。

３ 先立规矩再选人， 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

省委坚持先立规矩再选人， 严厉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出台

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改革创新合理容错 “三个办

法”。 ２０１６ 年， 全省共有 ４４９ 人被取消选拔或提名资格 （赵向南， ２０１７），

一大批忠诚、 干净、 有担当的好干部被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 充实

了领导干部队伍， 树立鲜明正确的用人导向。 在换届工作中坚持 “不

廉洁的干部不能用， 不干事的干部也不能用” 的原则。 ２０１６ 年， 省委

和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 省委以换届为抓手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体

系。 先后出台 ６ 个干部工作制度性文件， 形成 “６ ＋ Ｘ” 制度体系， 为

换届工作立起了一套纪律严明、 责职清晰的硬规矩。 对涉及换届人选进

行了 “六查”， 坚决防止 “带病提拔”。 从政治上、 精神上、 物质上、

生活上和工作上对积极干事创业、 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旗帜鲜明褒奖，

对大胆改革创新的干部支持和保护， 为担当的干部担当， 对负责的干部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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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开展警示教育， 彻底清除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思想流毒

省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部

署，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以及 “学习讨论落实活动”， 加强培训学习交流， 提升党员

干部的理论水平、 思想觉悟， 切实增强对讲话精神的思想认同、 理论认

同、 情感认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底， 省委连续举办 ６ 期省管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要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 提

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 省委高度重视涵养党内政治文化， 在全国率先

出台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把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纳入

党建工作责任制。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右玉干部学院、 太行干部学院相继正式

揭牌并投入使用。 太行干部学院共举办培训班 ２７ 期， 培训党员干部

２１１４ 人次； 右玉干部学院共举办培训班 ２３ 期， 培训党员干部 １５８０ 人次

（姚晋平、 陈俊琦， ２０１７ｂ）。 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大力弘扬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右玉精神， 有效滋养激励了广大党员干部， 涵养了政治文

化， 培厚良好政治生态土壤。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省委部署开展以全面肃清流毒为主要内容的警示教

育， 要求高度警觉 “事已过去”、 “与己无关”、 “淡漠责任” 三种认识

误区，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 彻底清除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所

造成的不良政治生态消极影响。 省委以上率下， 从根子上深刻剖析金道

铭等 ７ 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原因教训， 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

５ 紧紧抓住管党治党的 “牛鼻子”， 全力推进 “两个责任” 的落实

省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 紧紧抓住管党治党 “牛鼻子”， 坚决扛起主体责任。 制定出台

了 《山西省贯彻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实施办法 （试行）》， 强化追

责问责。 ２０１７ 年， 省委常委会议全年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４３ 次。 省

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管党治党工作 ２８０７ 次， 批准立案审查、

留置措施、 处分决定等 ４６６０ 人次。 各级党委和纪委针对党的领导弱化、

管党治党不严不实、 “四风” 和腐败问题频发、 巡视整改不落实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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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共问责党组织 １３３ 个、 领导干部 １０９３ 名， 倒逼主体责任有效落实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２０１８）。

（二） 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１ 构筑 “山清水秀” 良好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山西政治生态由 “乱” 转 “治”， 发展由 “疲” 转 “兴”。 一方面

空前增强了山西干部群众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信

心； 另一方面， 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的 “松松劲”、 “歇歇脚”、 “走着

瞧” 等消极思想情绪值得注意， 特别是领导干部 “总开关” 问题是否

已经彻底解决好了， 不可盲目乐观。 所以， 必须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同时， 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教育，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头脑，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不断强

化纪律规矩意识， 打牢构筑良好政治生态的坚实思想基础。

２ 部分干部 “不作为”、 “慢作为” 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从严治党提升到新的历史

高度， 连续打出惩贪治腐、 正风肃纪的组合拳， 一大批 “老虎”、 “苍

蝇” 应声落地。 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 面对持续高压反腐

败态势， 为数不少的干部， 尤其是那些自身 “不干净” 的领导干部惶

惶不可终日， 出现 “不作为”、 “不会为”、 “慢作为” 的现象， 以 “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观望态度对待工作， 遇到事情就 “推”， 遇到困难

就 “绕”， 遇到责任就 “躲”。 目前， 这一现象还在一些地方、 部门不

同程度存在，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 “有权就任性”、 “无权就不为”

的作风具有顽固性。

３ 对干部廉洁与能力并重的考察机制尚需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后， 持续高压反腐， 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 ３００ 名， 包

括 ３ 位市委书记、 １６ 位县委书记、 １３ 位县长 （《新京报》， ２０１５）， 极

大影响着正常工作的开展与推进。 在考察干部中， 由于对领导干部能力

素质品格业绩等考察的考核指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偏重于对领导干部

８２１



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

的廉洁考察， 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一味追求 “洁身自好”， 在面对经济转

型矛盾和问题时 “没想法”、 “没办法”， 干事创业的能力、 活力和动力

亟待进一步强化。

４ 对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教训， 反思和总结有待进一步深入

４ 年来， 历经持续的高压反腐， 山西系统性、 塌方式腐败的被动局

面和负面形象明显扭转， 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是， 根治系

统性、 塌方式腐败问题， 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绝非一日之功， 不可能一

蹴而就。 目前， 我们对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产生的背景、 原因、

过程以及危害还缺乏深度剖析， 结合当前不断产生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入

反思， 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５ 制度的笼子还需持续扎紧扎牢落实落地

目前， 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档， 有些问题存在已

久， 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 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 一些制度

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过于宽泛， 不接地气， 缺少具体实施措施； 一

些制度还缺乏持久性和连续性， 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６ 以 “关键少数” 引领 “绝大多数” 的传导不够扎实

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认为， 紧抓 “关键少数” 与自己所处的 “绝大

多数” 角色无关，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敷衍了事， 虽说按规定 “全程留

痕”， 却沦为一种 “认真” 的形式主义， 渐显 “跑偏” “走样” 的苗

头。 究其原因， 一些党员干部， 有意只论紧抓 “关键少数” 这个重点，

而选择忽略引领 “绝大多数” 这个根本。 有些党员干部甚至把 “甘居

中游” 看作为人处世的 “秘诀”， 全然忘记勤政、 廉政是自己的职责所

在、 使命所系。 对这些倾向必须高度警惕。

三　 进一步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 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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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处于 “大病初愈” 后的 “康复治疗” 期， 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的任务还很艰巨繁重， 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 新情况

新问题还在不断出现。 我们要在对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进行深刻反思、 对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做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 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的韧劲， 时刻警惕、 坚决克服 “解解压”、 “松口气”、 “歇歇脚”

的心态， 拧紧思想 “总开关”， 进一步强化全面优化政治生态的共识，

在坚持中深化、 在深化中坚持， 不松劲， 不停步， 再出发， 力争走出一

条符合中央要求和政治生态建设规律的山西之路。

（一） 抓 “关键少数” 与落实主体责任并举， 彰显净化政治

生态领导者、 执行者、 推动者作用

要加强对 “一把手” 的监督制约， 用好纪律这根准绳和高压线，

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约束 “关键少数”。 通过其表率作用， 带领 “绝

大多数” 的党员干部遵章守纪和整个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同时， 各级

党委 （党组） 要把肩负起管党治党责任始终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

把责任一级一级扛起来， 把压力一层一层压下去。 以 “等不起” 的紧

迫感、 “慢不得” 的危机感和 “争一流” 的使命感， 敢于抓关键环节、

善于抓突出矛盾和问题， 持之以恒、 锲而不舍抓落实、 重实干、 求实

效。 只有这样， 才能以 “治不忘乱”、 “安不忘危”、 “严不松劲” 的劲

头， 守住山西政治生态的 “青山绿水”。

（二） 严厉问责与容错纠错并举， 努力形成愿作为、 敢作为、

会作为的良好政治氛围

针对一些为官不为现象， 山西按照中央加快构建容错纠错机制， 坚

持 “三个区分开” 原则， 出台了容错纠错和鼓励干部干事创业两个办

法。 目前， 如何把握好严厉问责和容错纠错之间的度， 建立正确的导

向， 做到有错必追究， 失责必问责； 怎样精准界定容错的范围， 区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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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因公敢为和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错误， 明确敢作为和乱作为之间的界

限； 如何确保按照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办事， 做到公开公正等， 要认真

研究， 进一步细化明确， 既不能因容错纠错而成为一些干部违规违纪的

借口， 也不能因严厉问责而挫伤了一些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并举， 厚

植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结合山西实际， 找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点， 让党内纪律和

规矩立起来。 通过把思想建党的成功经验固化为制度体系， 巩固思想建

设成果； 深入挖掘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 廉政文化及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 大力建设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 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 同

时， 全省各级党组织还要注重以提高廉洁意识为重点的党员领导干部家

庭、 家教、 家风建设。 不断更新党内政治生活气象， 规范和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四） 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并举， 构筑 “清” “亲”

政商关系

构建健康良好、 清亲和谐的政商关系， 是全面构筑良好政治生态和

经济社会生态的关键。 要深刻反思过去的教训，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阻断市场商品交易规则对政治生

态的侵蚀渗透， 构建新型 “清” “亲” 政商关系。 同时， 通过优化营商

环境， 减少审批事项， 提高行政效能， 提高办事透明度， 减少自由裁量

权和寻租空间。

（五） 正党风政风与带民风社风持续好转并举， 努力营造健

康向上的政治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

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过程中， 要进一步把正风肃纪摆在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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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党风政风， 转工作作风， 促社风民风不断好转， 形成党内党外互动、

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协同， 各方面积极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要综合运用

制度、 规矩和纪律的作用， 划定政治生态红线， 使各项制度规矩纪律真

正成为 “带电的高压线”； 完善党内政治生态功能， 把党外政治生态环

境优化、 政治生态评价和制度设计联动起来， 以促进党的政治生态子系

统的科学整合和外部生态环境的互动态势， 着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

生态链。

（六） 实践探索与科学评估并举， 构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

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确立评价框架， 定量定性分析评估政治生态。 所

列举的评价指标和要素包括影响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 既突出政治生态

建设要求， 又注重履行职责情况； 既立足于集成现有考核， 又有针对性

地开展专项测评。 指标体系要细化分级， 比如， 针对领导干部， 要包括

廉洁度、 公正度、 诚信度、 满意度以及信访举报查实、 诫勉谈话、 通报

批评、 行政问责、 纪律处分、 个人有关事项及财产申报是否真实等； 针

对职能部门和窗口单位， 要包括廉洁政府、 法治政府、 服务政府、 透明

政府、 社会评价、 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率， “三公” 经费使用管理、 行政

复议和行政补偿制度执行、 优化审批流程、 政府部门信息公开、 畅通信

访渠道等情况等。 同时， 由于各要素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大小会随着

具体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在具体评估过程中， 还要实施各评价指标间的

联动考察、 整体考察和动态考察， 综合分析后找出被评价对象存在的不

足及其改进不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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