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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月 4日电  今年 12月 4日是第七个国家

宪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在京召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善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座谈会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

理解和把握其中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总结宪法实施经

验，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全面实施，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 

栗战书强调，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中关于宪

法的重要论述，推动宪法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习近平法

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重要

思想包含的一系列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宪法的认识和

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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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论述，构成了一整套科学完备的宪法理论体系。一是深

刻论述了我国宪法的根本政治原则，这就是坚持党的领

导。二是深刻论述了我国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三是深刻

论述了我国宪法的人民属性，这就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四是深刻论述了我国宪法的独特优势，这就是明确规

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国家各方面

事业发展要求。五是深刻论述了我国宪法在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六是深刻论述了我国宪法的实施监

督机制。七是深刻论述了我国宪法的实施保障措施。 

栗战书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宪法在精神实质上是统

一的、一致的。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大法，习近平

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纲领和总遵循，产生于全面

依法治国的实践，又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强有力指导作

用。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五个修

正案，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主要精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宪法

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实施，

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正确方向，不断推动宪法理论和

实践创新发展。 

栗战书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定宪

法自信，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全面有效实施，维护国

家法治统一，加强宪法制度和实践宣传，讲好中国宪法故

事、中国法治故事，让宪法法律走入日常生活、走入人民

群众，推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

持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郝明金出席。 

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司法部、教育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

院有关负责同志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座谈会作了发言。 

（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11月 17日电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11

月 16日至 1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出发,围绕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解

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会议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

严密、系统完备,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

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

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

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

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党全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

神、把握核心要义、明确工作要求,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

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

议。王沪宁作总结讲话。 

（来源：新华网）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上重要讲话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

导，加强理论思维，不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新成

果，总结好、运用好党关于新时代加强法治建设的思想理

论成果，更好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

面回顾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用“十一个坚持”系统阐

述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深

入回答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内

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

体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鲜明的政治导向、强烈的历史担

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指导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纲领

性文献。这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主题重大，意义

重大，最重要的是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

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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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

国，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在这一过程中，习

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科学系统的思想体

系，为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

义。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

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

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

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

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

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根本在于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

想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

完备。就其主要方面来讲，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

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的“十一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

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这“十一个坚持”，既是重大工作部署，又是重大

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全党全

国要把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吃透基本精神、把握核心要

义、明确工作要求，牢牢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重

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坚

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把习近

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和全过程，更

好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不断开创

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人民日报 》（ 2020年 11月 20日 01 版） 

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

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2017 年 12月 15日，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外

人士座谈会时指出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2018年 2月 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3、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

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2012 年 12月 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 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

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

证。 

 ——2014 年，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习近平作出

重要指示 

 5、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

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2012 年 12月 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 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6、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

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

起来。 

 ——2018 年 2月 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7、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2012 年 12月 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 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8、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2014 年 9月 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强调 

 9、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

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 

 ——2012年 12月 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

法公布施行 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0、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必须体现党和人

民事业的历史进步，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 

 ——2018年 2月 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来源：新华网） 

1宪法的地位是怎样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

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

和基础性工作。 

2我国现行宪法包括哪几个部分？ 

共有 5个部分。分别是：“序言”、第一章“总纲”、第

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

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3宪法日设立的意义是什么？ 

设立“国家宪法日”，是一个重要的仪式，传递的是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 

设立国家宪法日，不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

成为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成举国

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

围。 

设立国家宪法日，也是让宪法思维内化于所有国家公职人

员心中。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服从宪法。公职人员只有为

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 

4历年宪法日的主题是什么？ 

2014年：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2015年：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 

2016年：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 

2017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2018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 。 

2019年：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2020年：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

神。 

5宪法规定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哪些？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 

（1）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

议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 

（2）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3）社会经济权利和文化教育权利。 

（4）保障妇女的权利，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

老人，保护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正当权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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