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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揭发有关被调查
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有助
于调查其他案件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
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
的建议。

【释义】
本条是关于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提出

从宽处罚建议的规定。

规定本条的主要目的是鼓励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
积极配合监察机关的调查工作，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也
为监察机关顺利查清案件提供有利条件，节省人力物力，提
高反腐败工作的效率。

根据本条规定，在决定是否对职务违法犯罪的涉案人员
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时，应当注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该涉案人员的态度。即该涉案人员是否积极配合
监察机关的调查工作，主动揭发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
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是否揭发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情
况，还是有所隐瞒。

二是揭发的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罪行为须经查证
属实。如果经过查证，所揭发的情况不属实或者不属于职务
违法犯罪行为，那么不能作为提出从宽处理建议的条件。

三是提供的重要线索对监察机关查清案件起到重要作
用。涉案人员向监察机关提供重要线索，应当实事求是，且

是未被监察机关掌握的，如证明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事
实或提供有关证人等。该重要线索对调查其他案件起重要
作用，是其他案件的关键情节，或者是关键证人，监察机关通
过其提供的线索，顺利查清相关违法犯罪案件。

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程序和要求，与本法第三十一条关
于对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规定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涉案人员在揭发有关被调查人职务违法犯
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时，对有些细节或者情节记不清楚或
者确实无法说清楚的，不能认为是隐瞒或者不配合调查工作。
如果涉案人员避重就轻或者故意隐瞒保留有关情况，企图蒙混
过关，就不能作为提出从宽处理建议的条件。但如果涉案人员
经监察机关调查人员教育，从不配合转为主动配合，从有所隐
瞒转为全部反映，也可以作为提出从宽处理建议的条件。

（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中国方正出版社
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

监察法释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吴海江 徐伟轩

■人类发展史充分证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面向未来，只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进步，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只有深刻认识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才能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彼此借鉴、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使人类文明更加姹紫嫣红、

欣欣向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潮流，呼唤各种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同放异彩、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力量，共同书写人

类文明发展的新华章。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
看
我
说

■■

“快递树下住，
杨梅线上卖”。近
年来，湖南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建立
杨梅商城和电商创
业孵化基地，摸索
出“电商基地+企
业+物流快递”的
发展模式，将深山
里的杨梅卖到远
方。搭乘互联网快
车，当地农产品逐
步实现商品化、产
业化。

这正是：
杨梅挂满树，
电商拓销路。
骊珠变网红，
打响知名度。
勾犇图 周南文

◇画里有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民族认同层面要处理好“多元”与

“一体”的关系，既尊重“多元”，更强
调“一体”，以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之“一体”的认同。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
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同志关于
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重大观点，是
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遵循。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新
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对于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
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形成了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
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我国的历史
典籍中，有大量关于不同历史时期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就要通过深入研究，
生动地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
民族认同层面要处理好“多元”与

“一体”的关系，既尊重“多元”，更强
调“一体”，以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之“一体”的认
同。“多元”指的是多民族亦即56个

民族，“一体”指的是由56个民族所构成的中华民族。我们
既要尊重“多元”存在的客观事实，更要认识到强调“一体”
对于维护各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维护好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团结，关系56个民族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是把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文化纽
带。只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增强中
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相一
致，中华文化也是“多样性”与“共同性”的有机统一。多样
性指的是56个民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它体现的是中华文化
的特色和活力；共同性指的是 56 个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基
因，它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既要深刻认识其多样性，更要强调其共同性，多
宣传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这有利于强化各民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整体认同。当前，关键是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
文明所孕育的，是各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
神财富。我们在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站在中华民族
的高度，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
有的意识和观念，努力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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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培养斗争精神，始终保
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
魄。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
命、建设、改革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法
宝。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中，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用红色文化培养
斗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色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发展与创新。红色代表着希望、胜利、创造、勤
劳、勇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流血牺牲
等，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精
神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有了红色文化的激励，中华民族才逐步从鸦
片战争后迷茫委顿、备受欺凌的状态中挣脱出
来，实现了由落后衰败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转
折。红色文化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真理
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作风、道德、革命精
神、革命传统等的综合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
性、科学性、大众性，对于培养党员、干部的斗争
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事业在许多方面都发
生了历史性变化。比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
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
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
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
要制约因素。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处
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

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进不可的时候。发展之路早已确定，民族复兴
曙光在前。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培
养斗争精神，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勇于闯关夺隘、攻坚克难。

只有了解才能理解，只有通情才能达理。
革命先烈、英模人物是优良传统的人格化身，是
红色基因的鲜活体现，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感
受到催人奋进的力量。要大力弘扬红色文化，
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功绩感召人，用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人，引导
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继承革命事业，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始终保持艰苦奋斗、顽强奋斗、永远奋斗
的精神状态。充分利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发生
和革命先烈诞辰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红色文
化主题宣传。深挖各类教育资源，丰富教育内
容，创新载体手段，不断为革命传统教育注入新
的时代内涵，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经风雨、见
世面、长才干、壮筋骨，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要将红色火种播进党员、干部心中，成为
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重要动力。
党员、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以“踏平坎坷成大
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到重大斗争中
去真刀真枪干，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
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在实践中
传承红色基因，在实干中锻造意志品质。

保持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用红色文化培养斗争精神
●唐宏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人类的劳动成果与智慧结
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
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
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一直以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
志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高度，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
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学深悟透习近平同志关于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入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理论
与现实意义。

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必
然性

文明多元并存是人类生活的自然图景。习近平同志指
出，“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
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人类文明发展史之所以波澜
壮阔、激荡人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文明的多彩多姿。在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明的多彩多姿、多元并存
并不会因为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而消解，文明的
多样性客观上要求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习近平同志
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
忆。”这深刻揭示了文明多样性的深层原因。文明起源就不是
单一的，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条
件、思维方法、行为习惯等的不同，更使文明表现出鲜明的区
域性、民族性。今天，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
个民族，每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孕育和发展都与其自然地理、
基本国情、生产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各种文明都在长期的历
史积淀中形成自己的深厚底蕴。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
里不同俗。”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必
然会发展出多彩多姿的文明。文明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客
观现实。就拿亚洲来说，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今天的亚
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

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在亚洲，各具特
色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习俗不胜枚举，不同文明都熠
熠生辉，共同书写着华丽的亚洲文明篇章。放眼全球，文明更
是多彩多姿。

文明的多样性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空间，文明交
流互鉴又为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习近
平同志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
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
力。”“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
宏伟画卷。”纵观人类历史，任何有重大影响力的文明，其发
展的历史轨迹必定是兼收并蓄的过程。希腊雅典的帕特农
神庙令人叹为观止，而古希腊的神庙建筑离不开古巴比伦、
古埃及等古老文明的深刻启迪。自8世纪开始，融合古代希
腊、罗马、波斯和印度文化的“百年翻译运动”，开创了有“东
西文明之窗”美誉的阿拉伯地区“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也
为西欧的文艺复兴提供了珍贵的火种。中华文明之所以延
绵不绝，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同中华文明注重与
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密切相关。公元前100多年，中国
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
年、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
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从承载佛教文化艺术的白
马寺在东汉洛阳落成，到唐代法门寺遗址出土的东罗马与伊
斯兰玻璃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形成“汉唐气象”。明清以
后的“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既给予西方文明自我反思
的养料，也对中华文明重新焕发生机起到了倒逼和催化作
用。人类发展史充分证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
展的强大动力。面向未来，只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
明才能进步，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
和原则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必须秉持正确的态度
和原则。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态度和原则？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
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
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
的动力。”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经验的科
学总结，深刻阐明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的正确态度
和原则，深刻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规律。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人类文明
进步绝不在于某一种文明的一家独大，而在于不同文明百花
争妍。人类文明多彩多姿、多元并存，各种文明都是平等
的，都是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创造的，并无优劣之分，这是文
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习近平同志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文
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人
类文明发展史表明，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
成果都要珍惜。事实上，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

“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只有深刻认识文明是
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才能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
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彼此借鉴、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使人类
文明更加姹紫嫣红、欣欣向荣。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还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树立文
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强调：“进行文明相互学
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
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
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文明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
对话，不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就不可能深刻认识自身文明的优势、坦诚面对自身文明的不
足，或者盲目自大，或者妄自菲薄，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本国
本民族文明的发展。只有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交
流互鉴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才能推动本国本民族文明发
展，进而促进整个人类文明更加多彩多姿。

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习近平同志关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是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人类生活
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
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同时，人类社会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世界并不安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收并蓄、交流互
鉴。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
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
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人类社会
发展到今天，我们要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
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密切政治经济联系，也
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形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
相悖”的文明共同体。当今世界，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冷战
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一些国家和民族之间甚至兵戎相
见，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严峻地摆在全
人类面前。导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偏见与隔阂。这种
偏见与隔阂助长了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助长了唯我独尊、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
义。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经贸联通，也
需要文化融通，进而实现人心相通。习近平同志强调，“让
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
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
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我们要
通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强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彼
此合作的情感和意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久不息
的精神力量。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关乎文明之间的和平和谐，关乎全人
类的前途命运。让不同文明在和而不同中生生不息，实现“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一时代潮流呼唤着各种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同
放异彩、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精神力量，共同书写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