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

接制度。聚焦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实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整体效

能提升行动。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制度体系，探索加强新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

设有效途径。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

发挥机制。

45.深入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围绕

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

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

决策部署，加强和改进“4·13”监督检查，

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

制。深化海南“监督一张网”建设，探索

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的实践路径。巩固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将纪律教育嵌入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三

个区分开来”，加强诬告行为治理，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持续精简规范会议文件和各类创

建示范、评比达标、节庆展会论坛活动，

制定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并开

展清理规范，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

检查、考核总量，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

制。

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工作机制，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

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

腐败作为重中之重，丰富防治新型腐败

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坚持风腐同查

同治，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果，探索对重点行贿

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强化对行贿、介绍行

贿、洗钱等腐败关联犯罪的全链条惩治。

持续推进追逃追赃工作，健全防逃体系。

持续深化拓展“机器管+”工作机制改革，

持续完善廉政风险提示、制度廉洁性评

估等创新举措。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探索开展提级巡视、联动巡视，统筹

开展交叉巡察，健全覆盖巡视巡察整改

全周期的责任体系和制度流程。持续深

化派驻机构改革。优化基层纪检监察机

构设置、人员配备，完善片区协作工作机

制，统筹用好监督力量。

46.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不折不扣推动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系统

观念，面对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改革事项

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联动协作、同题共

答。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强化想抓落实的

自觉、敢抓落实的担当、善抓落实的能力，

深化细化实化改革举措，科学制定改革的

时间表、路线图、责任链。强化督促检查抓

落实，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

督查检查、巡视巡察重要内容，以实绩实效

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凝心聚力投身改革，全力以赴攻坚克

难，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

开放的示范、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

章而努力奋斗。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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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页）海南自由贸易港，构

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

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更深层

次协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突出陆

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推动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全

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面推进

法治海南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

提升群众获得感；深化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高水平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

制，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体系；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领

导水平。

全会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完善具有海南特色的国资管理

监督体制机制，提高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效率，强化国有经济在主导产

业中的战略引领作用。支持民营

企业深度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支持

和引导各类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更多国内外

一流企业。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

革，完善专业化普惠金融经营机

制，优化各类投资基金、私募基金

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更加积极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

境。

全会提出，充分发挥气候温

度、海洋深度、地理纬度、绿色低碳

等资源禀赋优势和海南自由贸易

港政策制度优势，聚焦“向种图强”

“向海图强”“向天图强”“向数图

强”“向绿图强”，加强新领域新赛

道制度供给，健全投入增长机制。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

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

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

制机制，加快构建高质量产业链供

应链体系。

全会提出，全力推进全岛封关

运作，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强化

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政策和财税、

金融、产业政策协同，优化升级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促

进要素跨境自由有序安全便捷流

动。提升配置全球资源要素平台

的能级，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

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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