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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法治成为一种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以法治护航

改革，需要党员干部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

第一段：开篇点题。引用习总书记的话强调法治的重要性，随后提出本文立意——以法治护航改革，需要

党员干部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法治思维首先是一种规则意识。法治思维以严守规则为基本要

求，强调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凡事必须在既定的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法者，天下

之准绳也。法治思维又表现为一种合法意识，任何行为首先要求合乎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比如，法律制定要

遵守立法法。又如，合法意识要求党员干部对法律、规则保持敬畏，不打“擦边球”、不走“灰色地带”，不

仅要合法行政，还要合理行政。不能为了只追求结果而不遵守法律规定。

第二段：解释法治思维。一方面理论解释法治思维是规则意识；另一方面以立法法等事例论证法治思维是

合法意识。

法治思维少不了程序意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行使之所以需要严

格程序，就在于权力具有一定强制力，程序性规定能有效避免权力滥用。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摒弃只要结果不要

过程，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片面思想，在不断建立和完善程序的同时，认真遵守程序，避免让程序沦为“形式”

和“过场”。

第三段：分论点 1——法治思维少不了程序意识。先是论述程序意识对正义保障、制约权力的重要性。然

后提出对策，一是要摒弃错误思想，二是完善、遵守程序。

法治思维要有权利义务意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法律是平衡的艺术，通过权利和

义务调整社会关系；法律也是解决矛盾的公器。法治思维要求党员干部有权利义务意识，从权利、义务两个纬

度认识、分析、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不管是旧矛盾还是新问题，都需要弄清事实，明确各方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而公平、合理、妥善处理问题。

第四段：分论点 2——法治思维要有权利义务意识。先是论述义务和权利的关系。然后进一步论证权利义

务关是发挥法律平衡作用的利器。最后提出对策要善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处理问题。

法治思维还要求具备契约意识。言不信者，行不果。契约连接企业、构成市场、影响社会，背后孕育着平

等、诚信的品格。我们强调党员干部要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有契约

意识、契约精神，尊重企业或个人的理性选择、首创精神。同时，地方党员干部对群众和企业也要信守承诺，

不能搞“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而应致力于构建公平、诚信、优质的营商环境。

第五段：分论点 3——法治思维还要求具备契约意识。首先是提出契约的重要性，然后提出尊重市场规律

与契约意识息息相关。最后提出对策，要信守承诺不能搞“新官不理旧账”。

法治思维还表现为权责意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只要拥有权力，就必然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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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责任。这体现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同时，权责应相当，在明确责任、强化责任的同时，也要

避免出现追责不够精准、泛化、简单化的问题。只有强化权责意识，才能激发出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强大

动力。

第六段：分论点 4——法治思维还表现为权责意识。先是指出权责意识的适用领域，然后提出需要避免的

问题。最后进一步强调权责意识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性。

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让法治理念真正融入广大党员干部头脑和精神，让法治思维

成为思考习惯，全面依法治国才能行稳致远，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达到更高水平。

第七段：总结全文。再一次强调领导干部的关键性，法治思维的重要性。

（本文有改编）

【公考通文章小结】

新时代，新征程，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社会和经济矛盾问题风险

叠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领导干部是

执法工作的关键，让法治理念注入执法工作者的头脑中，成为其行为习惯，才能为法治建设保驾护航。

【公考通分析文章结构】

一、开篇点题——以法治护航改革，需要党员干部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

二、解释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合法意识

三、详细论证部分：（一）法治思维少不了程序意识

（二）法治思维要有权利义务意识

（三）法治思维还要求具备契约意识

（四）法治思维还表现为权责意识

四、结尾：总结全文。让法治思维成为思考习惯，全面依法治国才能行稳致远

【公考通积累】

1、法者，天下之准绳也。

2、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不能触碰

3、不打“擦边球”、不走“灰色地带”

4、法律是平衡的艺术/法律是解决矛盾的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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