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

新要求。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为指导，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统领下明确重点任

务，在工作布局中推进重点任务。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

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三者本质一

致、目标一体、成效相关，必须相互统一、共同推进、形成合

力。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

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

政。依法执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必须坚持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依法行政是各级

政府活动的基本准则，要求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全面履行职能，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

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

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其中，法治国家是法治建

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

的基础，三者共同构成建设法治中国的三根支柱，缺少任何一

个方面，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无法实现。党的十九大明

确要求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

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

现。这就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三者同步规划、同步实

施，推动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新时代我国法治建

设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既涵盖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的主要环节，又明确了每个环节的重点要求，指导形成了新时

代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格局。党的十九大围绕这一基本格局对

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明确要求加强宪法实

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建设法

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

治理念。这些部署和要求，抓住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主

要环节和重点任务，对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指导性。宪法乃九鼎重器。2018年3月，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

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这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宪治国、依宪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十七讲——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学 习 进 行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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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三版）10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

要求，中央派当时北方大学校长，原河南大学

著名教授范文澜任中原大学校长，前重庆新华

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任副校长，前冀南解放区行

署主任孟夫唐任教务长。又从华北大学抽调

刘介愚、梁维直、李光灿、林山、俞林、方衡等13

人到校任教。

11 月 18 日至 27 日，中原大学首届研究生

班学员20人与第一、二大队学员169人先后毕

业。其中71人留校工作，73人转入中原大学新

闻系继续学习，余下的被分配到中原、华北解

放区机关工作。

1948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次

解放开封。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将河南

大学迁往苏州。经中原解放区领导研究决定，

在河南大学原址开办中原大学分校，后经中原

局研究决定，将中原大学整体搬迁至开封，借

用河南大学校舍，11 月 29 日全校 2000 余人开

始搬迁，至12月10日仅用了11天就完成了全

部搬迁工作，并顺利复课。

艰辛南迁武汉

1949 年 4 月 21 日，百万雄师跨过长江，接

连解放了长江以南数座城市。6月25日，中原

人民政府迁往武汉。当时的武汉，百废待兴，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支援

武汉，振兴中南地区文教事业，中共中央中原

局决定，中原大学随中原人民政府南迁武汉。

武汉解放前夕，中原大学便奉命派出工作

团随军南下，该团共有干部和文工团员 215

人。中原大学文工团成立于1949年5月10日，

由著名艺术家崔嵬担任团长。

这支先遣团由副教务长朱凡带队，全体文

工团员身穿粗灰布军服，头戴军帽，腰束皮带

从开封出发，于1949年5月14日乘火车到湖北

黄陂待命。

5月16日武汉市解放，17日先遣人员随部

队进入武汉，参加武汉市的文教接管工作，同时

为中原大学迁校做准备。这时的文工团成为代

表武汉市新政权军管会的第一支文艺队伍，他

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上街向市民宣传解放

军进城后的安民政策。参与武汉解放的这段青

春华章，给文工团的成员留下了毕生的回忆。

6月中旬，潘梓年校长率第二批人员南下

抵达武汉。条件虽然艰苦，但中原大学的师生

以革命乐观主义坦然面对，并积极参与到武汉

解放后的建设中去。他们积极排练话剧、画漫

画，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学校刚到武汉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穷二

白，连校舍都没有。先遣团先后借得善导女

中、博文中学、华中大学等作为临时校舍，但校

部及其他各部分仍然只能靠借用其它学校的

校舍“度日”。第一、二批来汉的同志，在代表

军管会接管武汉大、中学校工作任务的同时，

不顾社会秩序尚未稳定的危险，四处为学校谋

求校舍。结果他们发现在武昌蛇山南侧，随着

熊廷弼路南边有一个四周用围墙围着的长约

300米、深约100多米的大院子，院内有不少空

荡荡的平房和废弃物。该地是国民党军队的

一个汽车修理厂，所有的设备都搬走了，只剩

下二三十栋平房，其中有一栋修理大型运输汽

车的大厂房和少数砖瓦平房，其余大部分是木

结构、鱼鳞板墙、平瓦屋面的简易平房。经学

校领导研究后，就选定这个地方作为校址了。

这里就是现在的首义校区。

后来，学校组织师生修建校舍，仅半年的

工夫，以最经济的时间和最节约的开支，初步

完成了急用校舍的修建任务，新建木板房443

间，校部用房两栋，基本上满足了教学和师生

住宿的急需。

7月20日，中原大学第三批南下师生约200

人启程赴汉。8月12日，最后一批师生1200余人

在校办公室主任郭步云同志带领下启程赴汉，其

中包括已毕业分配至湘、赣工作的学员７００余

人。学员们在车厢里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城市政

策，展开热烈讨论。8月17日，最后一批师生到达

武汉，这也意味着中原大学南迁工作全部完成。

武汉解放后，广大知识青年迫切要求学

习，为了适应新区的需要，满足广大青年的学

习热望，中原大学在既缺校舍又少教员400余

人为干部的情况下，从当时来参加接管武汉与

准备迁校的干部中抽出力量招新上课。1949

年7月1日，潘梓年在“七一”纪念大会上布置

了招生工作。随即，在武汉市招收首批学生

450 名先行上课。7 月上旬，又招收新生 2609

人；8月初第二批新生全部入校。8月16日举行

开学典礼，正式进行教学工作，此时共有学员

2892人，分编为第42—60大队。

随着新生的招收、新校舍的修建，中原大

学也开启了在武汉的新征程。

回忆母校

中原大学第一期学员刘文逊在回忆录中

写道：“1948 年 8 月 2 日，中原大学在宝丰正式

成立以后，8月中旬，在豫西洛阳干部训练班学

习的我和一些同学，徒步经伊川、临汝等县，长

途跋涉到宝丰中原大学学习。当时中原大学

只有三个大队三百多名学员，我被编入第三大

队，和我一个小组的有禹淑范、杨玉洁、施文

英、谌贻训、阿华、王强、王欣、李隆等同学。”

当时的中原大学是一个以政治学习为主

的“抗大”式的、为新解放区和解放军培养干部

的新型大学，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短期培训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干部。学

校学习课程有《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

《辩证法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当前形

式和任务等课程，使同学们对共产党解放区、

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个正确的认

识和理解，从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生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认识问题、改

造自己。所以说中原大学是革命的熔炉，是培

养革命知识青年的摇篮。

中原大学在宝丰时期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同学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屋内地上潮湿就

铺上稻草打地铺，时有跳蚤来骚扰；老乡家养的

鸡、狗、猪在院内乱跑乱叫。学习之余，学员们

常帮老乡打扫卫生、挑水。每天早上起来，就到

麦场上听大课，大家坐在石头上或砖头上，把膝

盖当课桌，边听老师讲课边记笔记，一听就是几

个小时，坐得腰酸屁股疼。回到住处吃过饭后，

就坐在地铺上讨论。晚上没有电灯，点的是油

灯。学习讨论中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别人

提意见时，还真不好意思，主要是不习惯。那

时，嵇文甫、王毅斋等教授们也很辛苦，为了教

课常需走好远的路，有时还要骑着驴来，下雨天

就戴着斗笠讲课。就那样，师生们精神都很饱

满，老师讲得认真，学生听得也很认真。

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捷报频传，解

放区不断扩大。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

学校组成了4个宣传队活跃在街上敲锣、打鼓、

扭秧歌，欢庆济南解放。11月中旬，开封第二

次解放后，学校准备于月底迁往开封，这时的

学校已有15个大队1500多人。同学们组成十

五个梯队，穿着草绿色军装，胸前戴着“中原大

学”校章，自背行李，打着写有“中原大学”四个

大字的红旗，唱着《走，跟着毛泽东》等革命歌

曲徒步向开封行进。行军途中北风吹、尘土

大，甚至赤脚淌河，脚都冻得红肿，天黑了住在

沿途的招待站。有些同学手上生了冻疮，在朱

仙镇招待站用稻草烤，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大

家都精神抖擞，经过8天行军，于12月上旬到达

开封。进城时，受到开封市学生和市民的夹道

欢迎，互相握手，分外亲切。学校就借住河南

大学，同学们继续上课。

刚到开封不久，12 月 14 日学校组织支前

团，刘文逊也报名参加了。16日出发，共有258

名同学，都分到二野战地野战医院。到了前

方，刘文逊先后担任过连部文书、民运干部、调

剂员、司药……

新闻系群星璀璨

1966年2月7日清晨，新华社播发穆青和冯

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这篇通讯的诞生，源自1965年12月

穆青和新华社记者冯健的一次中原之行。

“当年采访的记者之一后任新华社副社长

的冯健同志1948年曾在中原大学（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前身）新闻系学习。”宝丰县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郜现松说。

那么，中原大学新闻系的建设发展历程是

怎样的呢？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史》记载，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解放区迅

速扩大，需要一定数量具备一定素质的记者等

新闻人才。鉴于此，中原局及新华社主办了一

期新闻人员的培训，培训班附设在中原大学。

这期培训班在经费、师资、教学等方面基本不由

中原大学负责，而是由新华社派人去讲课。

1948年8月26日，中原大学新闻系在宝丰

县解庄成立。由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陈克寒

兼任系主任，江涛为教务主任（实际主持系的

工作）。第一期共招收学员60人，其来源主要

有两部分：一部分是1948年夏天在山东组成的

南下干部中原支队新闻大队第一、二中队的成

员，其中有些原来就是新闻业务干部，有的还

在华北联大学习过；另一部分是河北平山县中

共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他们听过中

央首长的报告，受过中国革命基本知识的训

练，但缺乏新闻业务知识。这期学员的政治素

质较好，共产党员约占一半，成立了系党支部，

学员共分为6个学习班。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中，中原大学新闻系的

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教学条件也十分简陋。全

系干部、学员克服重重困难，在没有教材、没有

教室的情况下，在农民的院子里上课。因当时

缺乏专职教师（只有刘国明教授一人），主要教

学任务分别由中原局宣传部和新华社中原总

分社的负责干部来担任。主要课程有时事政

治和新闻业务知识两门。时事政治课由刘子

久、陈克寒、刘祖春等讲授。主要是传达、学习

中原局领导同志的报告精神，还经常组织学习

《豫西日报》刊登的重要社论、文章等。新闻业

务知识课主要讲授新闻记者的修养（陈克寒）、

新闻的评论和编辑工作（熊复）、农村采访工作

（张铁夫）、军事采访经验（李普、陈笑雨）、新闻

摄影（李普）、新闻工作的编辑、编排、校对等工

作（刘国明）等。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人员始终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并根据自己工作中的切身体会

来讲解，深受学员欢迎。经过5个月的紧张学

习，第一期学员完成了预定的学习任务，按期于

1948年底结业。除少数毕业学员留系工作外，

大部分都分配到新华社中原分社和《中原日报》

以及郑州、开封、洛阳等城市新闻单位工作。

新闻系第一期学员毕业后，随即在中原大

学第一、二大队挑选了第二期学员70余人，编

为8个学习班，于1949年1月正式开学。武汉解

放后，新闻系即随中原局机关和新华社中原总

分社南下武汉后进行结业，分配了工作。大部

分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机关《长江日报》

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工作，少部分在汉参加军

管会的接管工作，后到中南和武汉人民广播电

台以及湖南、江西和部队的新闻单位工作。

新闻系南下武汉后，也曾筹备过招收第三

期学员的事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继续办下

去。这两期培训班，共培训新闻干部 130 余

人。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办学条件极差的

情况下，为革命事业及时地输送了一批急需的

新闻人才，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批同志以后经

过长期的工作锻炼，很多人成了著名的编辑、记

者和在新闻战线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和业

务骨干，为祖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发展新阶段

南迁武汉后，中原大学发展进入了新的阶

段，至1951年初，相继成立了文艺、教育、政治、

财经学院。虽然随着高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深

入，中原大学最终撤销。但时至今日，从中原

大学分立出来的几所学院都已成长壮大为重

点院校，仍在为新中国作出巨大贡献。

1951 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自 8 月 1 日

起，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划归中南军政委员会

文化部领导，更名为中南文艺学院，后中南文

艺学院成长为今天的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

学院及广州美术学院。

1951年8月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

决定将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私立华中大学合

并改组为公立华中大学，后公立华中大学成长

为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

1951年1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委托中原大

学筹建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中原大学接受

了这项任务，在招收“民族干部培训班”后，将中

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纳入麾下，成为中原大学

民族学院。1952年9月，中南局因急需培养一

批公安、政法干部，指示中原大学在已经撤销的

政治学院的基础上筹建政法学院，该院于10月

14日挂牌成立，此时的中原大学，实际包括财

经、政法、民族（筹）3院。同年11月，民族学院

新建校舍竣工后，中南军政委员会指示该院从

中原大学独立出来，改名为中南民族学院，后成

长为今天的中南民族大学。

1953年1月6日，中原大学副校长孟夫唐根

据中南局指示，在中原大学召开大会宣布了撤

销中原大学，将其拆分为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

政法学院。同年4月，经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

育部同意，撤销中原大学，正式成立中南财经学

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后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

法学院成长为今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原大学1948年8月建立到1953年撤销，

粗略统计，4年多的时间里共培养了数万名军

政干部和技术人才。虽然中原大学的名字不

在了，但中原大学已作为一座丰碑永载教育史

册。”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郜现松告诉记

者说，“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各大院校的多次整

合中，中原大学与现在的河南大学、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

军军医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武

汉音乐学院等，都有着血脉关系，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批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栋梁之才。”

传承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宝丰

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代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作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红色首府’的宝

丰，除了拥有中原大学旧址外，还拥有中原军

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宝丰会议会址、

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等红色文化遗存。我

们充分发挥革命旧址保护的综合效益，进一步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尤其是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我们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红色资

源优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红色纪念展馆，瞻

仰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珍贵文物，聆听战火年

代的红色故事，感受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赴汤

蹈火、无私无畏的精神气概，把红色文化转化

为拼搏奋进的动力，进一步增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只争朝夕的干事创业劲头。”据了解，

近年来，宝丰县委、县政府超前谋划，全力做好

革命遗迹的保护提升，统筹做好展示利用，让

文物“活起来”。该县先后投入3亿多元，用于

红色文化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和利用，修

缮了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宝丰

会议会址和豫西行政干部学校旧址；建设了中

原解放纪念馆、宝丰革命纪念馆、八一公园、解

放广场等；对烈士陵园进行升级改造，对烈士

纪念碑进行重修，擦亮了红色文化的底色，红

色场馆成为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场所。2013年和2017年，宝丰县

两次被命名为省“双拥模范县”，中原解放纪念

馆、宝丰县烈士陵园也先后被省、市有关部门

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得益于红色优良传统的传承，该县干群始

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该县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县级提名城市、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国

家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等国家级荣誉60

余项。2021年，该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76.16

亿元，增长9.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6%，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1.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4.2%，县域经济综合实力由全国279位提升到

225位，提升54个位次。

（作者马国福系我县闹店人，现为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河南法制报法治新闻研

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