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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党建设科学化的特点和实现路径

唐华生
四川文理学院 高教研究所

,

四川 达州

摘 要 在 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胡锦涛再次提出了
“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

的重大命题
。

各民主党派是

同 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
、

患难与共的亲密友党
,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参政党
,

肩负着
“

为执政党助 力
、

为 国家负责
、

为人民服务
”

的历 史重任
。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具有鲜明的同一性
、

较强的系统性和鲜明的独特性等特点
。

要实现参政党建设

科学化
,

必须选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以
“

三个统一
”

为基本原 则
,

不 断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 以科学制度为保障
,

进一步

增强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
,

全面提高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 以科学方法为保证
,

强化科学管理
,

推动参政议政职能跃上新

水平的路径
。

【关键词 】参政党 党的建设 科学化 特点 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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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
,

中国共产党 位
。

年 月 日颁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是执政党
,

目前现存的 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

参 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政党在中国政治生 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因 建设的意见 》 中发 〔 〕号
,

完善了对民主党派

此
,

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

要 性质的表述
,

提出
“

在新世纪新阶段
,

民主党派是各

承担和实现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 自联系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

社会主义事业

治责任
,

要准确表达和体现 自己所代表的一部分社 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

是接

会主义劳动者
、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

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

爱国者的正当利益
,

就必须加强参政党的科学化建 友党
,

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
、

致力于中国特

设
。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 。

这是对我国民主党派

一扭了过去在
“

左
”

的影响下把民主党派当作资产阶级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
“

民革
” 、

中国民主同

政党的偏见
,

又指出民主党派仍然是一部分社会主 盟 简称
“

民盟灼
、

中国民主建国会 简称
“

民建
” 、

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

强 中国民主促进会 简称
“

民进
” 、

中国农工民主党

调其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
,

这是对民主党 简称
“

农工党
' , 、

中国致公党 简称
“

致公党
” 、

九

派政治联盟性质的界定
。

年 月中共中央颁 三学社 简称
“

九三
”

和台湾民主同盟 简称
“

台

发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盟灼
。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 中发 〔 〕 号
,

首次 我国的参政党既不同于西方的在野党
,

也不同

明确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地 于西方联合执政的政党
,

其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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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通力合作

具有政治联盟的性质
,

各民主党派享有在宪法规

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
、

组织独立和法

律地位平等 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 致力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宏伟目标奋斗
。 ” 「习

二
、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的特点

一 具有鲜明的同一性

参政党是当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有

的政治现象和政党类型
,

参政党概念也是当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中的一个全新的政党概

念
。

因此
,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格

局中
,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执政党和参政党

之间的关系
。

这种关系
,

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中执政党与在野党
、

反对党之间的关系
,

也不同

于一些国家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的关系
。

从党际

关系看
,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历经血与火考

验的亲密友党 从在国家政权中的关系看
,

中国共

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领导与合作
、

执政与参政的关

系
。

在政党建设活动中
,

执政党与参政党是相互支

持
、

相互推动的
,

起着共 同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建设

的发展规律
、

共同促进政党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作

用
。

虽然在中国特色政党关系格局中
,

执政党与参

政党存在着性质不同
、

地位不同
、

承担的政治责任

不同的区别
,

且根据 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的意见 》
,

在政党建设活动中
,

执政党不但担负着主

动探索
、

大力支持
、

自觉维护
、

积极推进
、

树立形象

的主导责任和 引领
、

榜样的示范作用
,

而且各级党

委还要把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 自身建设作为一项

政治责任
。

对此
,

各民主党派表示完全认同
,

且将

积极响应和接受执政党的支持和帮助
,

注重学习和

借鉴执政党的建设经验等内容写人本党 盟
、

会 的

章程
。

因此
,

参政党的党建模式具有与执政党的党

建模式同一的特点
。

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同一性
。

任何政党在

每一历史阶段和时期都有 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政治

路线
,

以指导和实现自己的建设 目标
。

由于我国现

有各政党都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因此
,

不论

参政党建设还是执政党建设
,

都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坚

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

邓

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

它第一次比较

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

本问题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

继承
、

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

它们是指导我 国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方针
,

是我国各族人民强大的

精神支柱
,

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

的共同思想基础
。

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和基本纲领
,

代表和反映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

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

所以
,

作为拥

护
、

认同社会主义政治主张的各民主党派
,

在各 自

的章程中都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表述
。

建设内容和重大原则的同一性
。

正是由于我

国现有各政党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

因此执政党建

设和参政党建设不仅具有许多共性内容
,

而且在一

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也彼此相通
。

比如
,

就自身建设

而言
,

执政党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

先进性和纯

洁性建设这条主线
,

全面加强思想建设
、

组织建设
、

作风建设
、

反腐倡廉建设
、

制度建设
,

增强 自我净

化
、

自我完善
、

自我革新
、

自我提高能力
,

建设学习

型
、

服务型
、

创新型政党 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大体上

也包括了这些方面
。

就党建工作的一系列原则而

言
,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一些原则
,

如从思想上建

党的原则
,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坚持集体领导

的原则
,

用制度来规范党的行为的原则等等
,

参政

党也都借鉴运用于自身建设中
。

所以
,

从体制特征

来看
,

参政党的党建模式也类似于执政党
。

二 具有较强的系统性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
,

其 目的是要求各民主党派

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团结合作
、

共谋发展
,

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共建美丽

中国
。

在与执政党建设的互动关系中
,

依据参政党

的性质
、

地位和职能
,

对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 活

运作过程中的要素
、

要素功能
、

要素构成方式及其

规则
、

要素的运作机制以及要素与政治环境的互动

关系进行全方位的
、

自觉的调整与变革
。

这种调整

和变革
,

既要求调整和变革参政党组织内部各要素

及其相互关系
,

又需要调整和变革参政党建设的依

据条件 既需要把握参政党内部各建设要素之间的

相互依存关系
,

又需要把握参政党所处的建设环境

和条件 既需要从内部进行人员的有效配置
、

技术

的有效利用
、

机构的有效协调
、

制度的有效制定
、

信

息的有效沟通等
,

又需要及时调整与外部环境条件

的依赖关系
。

所以
,

加强参政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程
,

需要全方位的认识和把握
。

三 具有参政党自身发展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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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

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

由于参政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同
,

故参政党建设又呈

现出自己鲜明的独特性
。

政治纲领和奋斗 目标比较现实
。

作为政党
,

都有 自己鲜明的政治纲领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

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

代表者
,

其政治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

在

最高纲领中
,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目标是实现共产主

义的社会制度
,

最低纲领则是在现阶段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
、

民主
、

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即建

设美丽中国
,

建成小康社会
。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

治纲领中没有最高和最低之分
,

它们作为各自所联

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
、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拥

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

作为接受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参政党
,

其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

纲领相一致
,

奋斗 目标是在现阶段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
、

民主
、

文明的小康社会
。

建设目标注重
“

参政
”

与
“

合作
” 。

从抽象意义

上说
,

政党建设的 目标是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

也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
,

但

具体到每一个政党
,

其党建 目标又有具体不同
。

中

共十八对执政党的党建 目标明确为
“

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
,

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先进

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
,

坚持解放思想
、

改革创

新
,

坚持党要管党
、

从严治党
,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

设
、

组织建设
、

作风建设
、

反腐倡廉建设
、

制度建设
,

增强 自我净化
、

自我完善
、

自我革新
、

自我提高能

力
,

建设学习型
、

服务型
、

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
,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 ” 日〕“

三型
”

组织的党建 目标
,

浓缩了时代

特色
,

增强 了执政党的影响力
、

凝聚力和战斗力
。

各民主党派虽然同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政治基

础和任务要求
,

但由于性质不同
,

故民主党派不可

能也不能够按照执政党 的标准和 面貌来塑造 自

己
。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

各民主党派在 年召开

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

首次将参政党的党建 目标写人

了自己的章程
,

虽然 年
、

年的全国代表大

会对 自己的章程作了一些修订
,

但其党建 目标基本

未作变动
,

这就是 努力把本党 盟
、

会 建设成为与

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
,

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参政党
。

也就是说
,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 目

标着力点是
“

执政
”

和
“

领导
” ,

参政党的党建目标着

力点则在
“

参政
”

与
“

合作
”

上
。

建设内容的具体内涵和手段比较宽松
。

虽然

参政党在自己的章程中也写人以马克思主义
、

毛泽

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
、

但与中国共产党相比
,

在党建工作

的具体实践中
,

其建设内容的具体内涵和手段则比

较宽松
,

故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
、

政治整合
、

政治

教育中的效果和力度显然不及执政党
。

例如
,

从思

想建设的内容看
,

中共十八大提出
,

执政党
“

要牢牢

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这条主线
” , “

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 … …
,

抓

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 … …
,

抓好道德教育这个基础

… …
” ,

以实现
“

坚定理想信念
,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

追求
”

的 目标 而民主党派则主要进行坚定中国共

产党领导
、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继承
“

肝胆

相照
、

荣辱与共
”

的合作共事优 良传统的进步性教

育
。

在组织建设上
,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着 亿

人 口大国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

与它的地位相适

应
,

目前共拥有 万名党员和 万个基层组

织 截止 年底
,

其成员和组织遍及全国的各个

领域
、

各个行业
,

延伸到国家的最基层单位
,

包括机

关
、

单位
、

学校
、

工厂
、

农村
、

街道
、

社区等等
,

十分注

重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性建设
。

各民主党派的组

织建设则按照
“

三个为主
”

的方针
,

即以协商确定的

重点分工为主
、

以大中城市为主和有代表性的人士

为主进行组织发展和建设
,

要求注重质量
,

保持特

色
,

但组织结构相对则比较松散
。

建设经验和理论还不太成熟
。

如前所述
,

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具有 多年的发展史和 余年

的执政史
,

拥有 万名党员和 多万个基层组

织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

有着十分丰富的建党经

验
。

尽管由于多年执政带来的一些新问题
,

客观上

增加了建设的难度
,

但对于经受 了几十年党内党

外
、

国内国外风云变幻
、

曲折历程的考验
,

中国共产

党已经完全成熟
,

已经基本掌握了党的建设和发展

的主要规律
,

已经能够完全驾驭自己的命运
,

因而

完全能够积极主动地解决所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
。

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建党历史虽然较长
,

但是其党的

建设则一直处于比较松散
、

随意的状态
。

年
,

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被明确规定后
,

规范参政党

的建设才被提到议事 日程
。

因此
,

相比较而言
,

参

政党建设具有起步晚
、

不成熟
、

不系统的特点
,

参政

党建设的一些规律还若明若暗
、

难于把握
,

参政党

建设的理论还不成熟
、

不系统
,

还处在不断探索
、

不

断总结之中
,

需要不断地研究
、

提升和加以系统化
。

三
、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的实践路径

大力实施参政党建设科学化工程和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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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
,

是确保新时期参政党能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

加强同执政党通力合作共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
、

切实履行好参政党职能和不

断提高参政议政质量水平的重要基础工程
,

是加强

新时期参政党 自身建设的重要课题
。

根据我 国参

政党的性质
、

地位
、

特点和 自身建设 目标
,

我们认

为
,

实现参政党建设科学化应选择以下实践路径

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以
“
三个统一

”
为基本原

则
,

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

要全面实施参政党建设科学化工程
,

不断提高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
,

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

坚持
“

三个统一
”

的基本原则
,

结合各党派 自身

建设实际
,

进一步学习领悟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和精神实质
,

认真学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

多党合作理论知识
、

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

部署
,

真懂
、

真信
、

真走中国政治发展模式
,

才能不

断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
,

才能真正履行
“

为执政党助力
、

为国家尽责
、

为人民服务
”

的郑重

承诺
, 「〕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

深人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不断巩固

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 “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

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
,

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

器
。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邓小平理论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一道
,

是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与时

俱进
、

求真务实
,

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

质
” 。

推动科学发展是 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

一要务
,

也是各民主党派的根本任务
。

因此
,

要全

面提高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
,

不断巩固多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
,

就必须要求各民主党派积极主动参与

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

进一步把握科学发展

观的科学内涵
、

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

并结合各民

主党派的自身实际
,

将深人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贯穿于加强 自身建设和参政议政的各项工作

之中
。

参政党只有都能深刻领悟科学理论
,

全面落

实科学制度
,

不断探索科学方法
,

才能更好地推进

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

才能更好地指导参政议政

工作和服务社会等实践活动
。

始终坚持
“

三个统一
”

的基本原则
,

全面实施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系统工程
。

年 月 日
,

胡

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周

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是符合我国国情
、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

型政党制度
,

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

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
,

实

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
、

社会进步与国家稳

定的统一
、

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 ” 「 “

三个统

一
”

的基本原则
,

对新时期参政党继续履行参政议

政
、

服务社会职能
,

全面实施自身建设科学化系统

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

只有始终坚持实

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
,

才能有效凝聚各方

力量
,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只有

实现社会进步与国家稳定的统一
,

才能减少社会内

耗
,

构建安定团结局面
,

从而为全面推进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 目标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只有实现充满活

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

才能体现执政党和参政党之

间民主协商
、

肝胆相照的合作型政党关系和中华民

族合而不同
、

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

才能造就既有

集中又有民主
、

既有纪律又有 自由
、

既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环境
,

催

生社会主义中国活力迸发
、

生机竟显的生动活泼的

政治局面
。

二 以科学制度为保障
,

进一步增强制度的严密性

和科学性
,

全面提高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

参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相关制度是否齐全和完备
,

取决于相关制度是否科

学和合理
。

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参政党必须要进一步推进制

度创新
,

学习和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

成功经验
,

努力总结和发扬参政党建设工作中的有

益成果
,

进一步增强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
,

形成

与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相适应
、

与参政党建设新要求

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系
。

加强参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

毛泽东同

志早就说过
“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

干部就是决定的

因素
。 ”

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干部
,

是贯彻执行多党

合作制度的中坚力量
,

加强 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的建

设
,

是加强参政党 自身建设的重要一环
。

一是要完

善管理制度
。

按照制度化
、

规范化的要求
,

健全和

完善领导班子管理
、

后备干部管理
、

专职干部管理
、

党务工作管理和机关运转等工作制度
,

形成科学严

密完备管用的管理制度体系
。

二是建立评价体

系
。

各民主党派要以提高效能为重点
,

探索建立领

导班子履行职责
、

各基层支部综合 目标考核体系
,

进一步提高班子成员和广大党员 的参政意识
。

建

立健全学习培训制度
、

年终述职制度
、

党内监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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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提高班子成员 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质
。

三是要

建立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的民主集中

制
。

要建立领导班子分工负责制
,

明确兼职领导的

责任分工
,

协调好驻机关领导与兼职领导的关系
,

营造团结
、

合作的良好氛围
,

充分调动兼职领导参

与党派工作的积极性
,

增强班子的凝聚力
。

加强参政党的九项建设
。

完善制度建设是提

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渠道
,

是民主

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
、

全局性的工作
。

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是能力建设的关键
。

没有制度

的规范和约束
,

参政议政工作很难正常进行
,

也不

可能取得成效
。

有了制度
,

工作就有规可循
、

有章

可守
。

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
、

提高参政党党建工

作科学化水平
,

必须在思想建设
、

理论建设
、

组织建

设
、

能力建设
、

制度建设
、

文化建设
、

机关建设等九

个方面狠下功夫
。

三 以科学方法为保证
,

强化科学管理
,

推动参政

议政水平跃上新台阶

任何政党如果不加强 自身事务的科学管理
,

政

党的功能和作用就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

参政党 自

身管理工作的中心就是如何发挥参政议政的功能
,

实现社会整合与缓和社会矛盾
,

从而推动社会全面

和谐发展
。

要始终坚持从落实
“

第一要务
”

人手
,

围绕
“

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

这一中心
,

组织参政党成员开展

献计献策活动
,

不断改进和完善新的工作方法
。

一

方面
,

要继续把民主协商
、

求同存异
、

联谊交友
、

教

育引导
、

照顾利益等行之有效的传统工作方法加以

总结推广
,

把各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和自身优势充

分发挥出来
。

另一方面
,

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知

识
、

现代科技成果
,

不断改进和提升传统的工作方

法
。

为确保取得成效
,

强化科学管理
,

各民主党派

还应结合 自身实际确定相应提升目标
,

并在提高政

治把握
、

组织协调
、

合作共事
、

参政议政能力方面制

定出相应措施
,

努力探索一条提高参政党建设科学

化水平的各具特色的路子
。

要从履行参政议政基本职能出发
,

加强科学

化管理的建设
。

一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

大力推动

信息化建设
。

健全和完善民主党派成员信息库
,

加

强成员 的动态管理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
,

增

强舆论引导和对新兴媒体的运用
,

关注网络舆情

抓住社会的热点
、

难点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的问

题
,

加强分析研究
,

提高应对化解能力
。

二是整合

参政议政资源
,

创新调研工作方法
。

建立参政议政

队伍
,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的聪明才智
,

推行领

导班子牵头重大课题调研制度
,

组织开展前瞻性的

研究
,

提高课题调研的质量和水平
,

为各级中共党

委和政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
、

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对

策建议
。

三是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

增强思想工作的

人本性
、

实效性和前瞻性
。

大力加强 民主党派的文

化建设
,

引导和增强各 民主党派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
。

四是加强工作协调配合
,

形成多方配合机制
。

要整合各民主党派的优势
,

创新参政议政和社会服

务的工作载体
,

推动各项工作整体推进
、

均衡发展
。

要创建民主党派各具特色的活动方式
,

建设

高素质的参政党
。

在新世纪新阶段
,

民主党派活动

的基本方式
,

是参政党自身建设科学化的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
。

首先
,

要完善和拓展现有的制度化参

政议政渠道
。

在坚持我 国根本制度的前提下
,

主要

是加强和健全与多党合作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相关

的制度建设
。

在选举
、

监督等环节上
,

应该以有利

于参政党政治参与和行使民主权利作为出发点
,

来

建构这些具体的制度
。 “

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

作机制
,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

多层
、

制度化发展
” ,

“

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
,

把政治协商纳人决

策程序
,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
,

增强 民

主协商实效性
” 。 日

其次
,

要拓展民主监督空间
。

只

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
、

科学化
,

因此
,

当务之急是大

力推进民主建设
。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
, “

在城乡

社区治理
、

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 自

我管理
、

自我服务
、

自我教育
、

自我监督
,

是人民依

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
” ,

要
“

以扩大有序

参与
、

推进信息公开
、

加强议事协商
、

强化权力监督

为重点
,

拓宽范围和途径
,

丰富内容和形式
,

保障人

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 。

各民主党派要充分

发挥智力密集的人才优势和参政党的群体优势
,

广

纳民智
,

广献良策
,

拓展民主监督空间
,

提升 自身建

设素质
。

第三
,

要构筑参政党工作的运行机制
。

随

着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

加强
,

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
,

包括反映社

会政治信息的机制 联系
、

团结和自我教育的机制

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群体优势的机制 以及党内

的激励机制
,

以调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

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的实职任免和人大代表
、

政

协委员的协商推选
,

应克服过去某些环节上存在的

神秘化
、

随意性
、

形式主义和能上不能下等弊端
,

坚

持以政治条件为标准
,

以工作实绩为依据
,

以参政议

政能力为条件
,

通过真正严格的民主程序决定
。

这

样
,

才有利于强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群体意识
,

提

高参政党整体素质的科学化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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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tern of Salvation about the Children

in Poverty- stricken Area of Liang-Shan State

MA Qing-shuang

(The Personnel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In the poor area of our country. there are still many poor children need salvation: we should help
them from matter and spirit. especially from the latter. the writer takes the poor area of Liang-Shan state for example.
introduces the situations of the children in trouble in the area, analyzes the factors of restricting the children to

develop healthily. looks for the methocds and measures of salvation and sets tp the pattern of salvation to help the

children in trouble in orcder to let them grow up heallhily and sou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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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u Jintao proposed the topic of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par
ty's construction comprehensively" agai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intimate partners that share weal and woe with each other. Meanwhile,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re the ones who can

participate in such affairs as the building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hey shoulder enormou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helping the ruling party. being responsible to our country.and serving our peop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tific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ate affairs are distinctive identity.
strong systematicness and bright uniqueness.  We must regard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s our guidance,

the “Three Unifies" as the hasic principle, and consolidate the party cooperation thought constantl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 pa

r
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affairs.  We must regar d the scientific system as

our safeguard to enhance the rigor and the scientific of the system.an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scientific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affairs. And we must regard the scient ific methods as guarantee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ng i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iscus ion of the

state affairs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 Par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tate Affairs: The Party Building: Scientific: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ation path

(责任编辑 ：董应龙 )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