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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主题

党 日 活 动 ，重

温 入 党 誓 词 ；

以案明纪，“零

距 离 ”开 展 纪

法 教 育 ；进 行

廉政家访，引导干部深化家风和

作风建设……近期，中央和国家

机关各部门扎实推进干部队伍教

育整顿，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

中央和国家机关在主题教育

中抓好机关和系统内干部队伍教

育整顿，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举措，是践行“两个维护”、走

好 第 一 方 阵 的 内 在 要 求 。 前 不

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

强调，“检验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成

效，要看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现

象 是 否 纠 正 、政 治 隐 患 是 否 消

除。”切实加强政治教育、党性教

育 ，找 准 突 出 问 题 ，用 好 整 改 整

治，以严肃教育纯洁思想，以严格

整顿纯洁组织，才能确保干部队

伍教育整顿取得实效。

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

是保证党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党的

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保持党在

组织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全党步

调一致和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组

织保证。以开展全国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教育整顿为契机，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刀刃向内自剜腐肉，

清理整顿纯洁组织，今年上半年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

育帮助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 1.31
万余人次。突出问题导向，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和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着力纠正思想不纯和组织不

纯现象，就能不断增强党员队伍

的凝聚力、战斗力。

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只有善于

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作决

策、办事情，善于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

问题中发现事物的趋势性、从偶然问题中认识事物的必然

性，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凝聚社会力量、防范政治风险，不断

在实践中提升政治能力，才能切实担负好党和人民赋予的

政治责任，真正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要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

别力，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

治灰尘，纠正行为偏差，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做

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突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培养

选拔干部必须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严把紧政治关

这个首要之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

选出的干部政治上站得稳、靠得住、能放心。好干部是选出

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

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更好激发广大

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事关党和

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坚决消

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坚持增强党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

命的干部队伍，我们就一定能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创造新的历史

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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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20 日电 （记者曲哲涵、刘温馨）19 日，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 10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重点支持京津冀及黑龙江、吉林等受灾严重地区做好受灾群

众救助等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及早恢复灾区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受灾群众入冬前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

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下达各项防汛救灾资金 96.84
亿元，有力支持灾区应急抢险救援、受灾群众救助、农业生产

恢复、水利设施水毁灾损修复、水毁公路抢通等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再次预拨 10亿元救灾资金

本报北京 8月 20日电 （记者罗珊珊）20 日，首届中国国

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倒计时 100 天活动在北京举行。据介

绍，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将于今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

行，展览总面积 10 万平方米。目前，招商招展、嘉宾邀请、论

坛组织、宣传推介等工作进展顺利，已有 300 多家中外知名企

业确认参展，彰显链博会和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多国相

关机构表示将组织高规格采购团参展参会，专业采购商和观

众人数预计超过 10 万人次。

已有 300多家知名企业
确认参展首届链博会

本报南宁 8月 20日电 （记者庞革平、祝佳祺）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在广西南宁

召开全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推进会。记者从会上获悉：

截至 7 月底，全国脱贫人口就业务工总规模达到 3274.32 万

人，同比增加 34.79 万人，达到全年目标任务的 108.45%，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

脱贫人口就业务工超 3200万人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是民生保障的底

线标准。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印 发 了《国 家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标 准（2023 年

版）》（以下简称《国家标准 2023》）。

为什么要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进行

调整？本次调整有何特点？将为老百姓带来

哪些利好？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同志。

一份清晰明确的“福利单”

2021 年，我国首次出台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

务保障、文体服务保障等 9 个领域 80 个基本

公共服务项目。

“国家标准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对象、

内容、标准、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位进行了

明确，成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和人民享

有相应权利的重要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说。

对政府部门而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界定了政府民生兜底保障的范围和程度，

是政府向人民群众做出的、必须予以兑现的

“硬承诺”，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状”。

对群众而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

了人民群众可以依法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事

项，是一份服务事项清晰、服务标准明确的“福

利单”，更是一份保障自身权益的“明白卡”。

国家标准出台后，各地对标对表国家标

准和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制定出台了本地区

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各部门也对照国家

标准，进一步细化完善现有标准规范，并制定

了一批急需短缺的行业标准。

“至此，我国涵盖国家、行业、地方和基层

服务机构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制度框架搭建

完成。”上述负责人说，截至目前，2021 版国家

标准的 80 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已经基本落实

到位，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变化，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发生变化。及时更新完善国

家标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保障标准

的常态化动态调整，是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的必然要求。

根据相关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

关部门，启动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动态

调整工作，形成了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并对外发布。

权益保障更全面

观察《国家标准 2023》，在保持总体结构

与旧版国家标准一致的基础上，对部分服务

项目进行了“增”“提”“调”。

“增”——新增“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

陷”服务，即为农村计划怀孕生育妇女在孕前

3 个月至孕早期 3 个月增补叶酸，并提供健康

指导、追踪随访等服务。

“该项服务为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本次将其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目

的是为农村妇女享有该项服务提供更有力的

制度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提”——提高 3 项服务标准。“义务教育

阶段免除学杂费”中，将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由 650 元提高到 720 元，初中由 850 元

提高到 940 元，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在生均

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按寄宿生数年生均

增加 300 元，提高了 100 元。

此外，“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

助”的国家基础标准由原来的每生每天 4 元

提高至每生每天 5 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服务项目中，不同类别的服务对象每人每

月的特别扶助金有了明显的提高，增长幅度

均在 30%以上。

“调”——将“农村危房改造”服务对象扩

大到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和未享受过农村住房

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

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将“特殊群体集中供

养”服务对象扩展到退出现役的一级至四级

残疾军人，需要长年医疗或者独身一人不便

分散安置的军人。

根据最新文件精神，对孕产妇健康服务、

生育保险等 41 项服务的服务内容、标准和支

出责任进行了规范完善；对预防接种、健康教

育与健康素养促进等 10 个项目的牵头负责

单位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明晰了部门职责。

“出台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质

上就是政府对群众做出了新的民生保障承

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新版国

家标准里需要做的民生实事、“关键小事”更

多了，各种资源投入也会更多。这意味着，群

众能享受到的福利水平更高了，得到的实惠

更多了，得到的权益保障更全面了。

遵循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原则

此次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遵循

的原则是什么？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有据

可依、有制可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大稳

定、小调整是基本原则。“调整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必须有明确的党中央、国务院文件

或已出台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部分行业主管部

门推出了新的服务项目、提高了服务标准、扩

大了服务对象和内容，及时根据相关行业领

域标准变化，对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进行

完善，有利于确保国家标准的准确性、严肃

性、权威性。

同时，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调整，要充

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既要积

极回应群众期盼，也要避免吊高胃口、过度承

诺。该负责人强调，新增服务项目、提高服务

标准、扩大服务范围等调整，都经过严格的财

政承受能力评估，确保新标准能落实、可持续。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各方面工作，落实人

员、财力、设施等各类资源配置，确保服务‘承

诺必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要求各

地对照《国家标准 2023》，结合本地实际，抓

紧调整本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确保

不低于国家标准。各地区实施标准要于今年

12 月底前印发实施，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要遵循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原则。通知要求，对于超出国家标

准的新增服务项目、提高服务标准、扩大服务

对象以及增加服务内容等事项，各地要切实

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确保财力有保障、服务可持续。

新版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对部分服务项目“增”“提”“调”

兜 住 兜 牢 民 生 底 线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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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重建家园

▶8月 18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

对吉林省扶余市弓棚子镇拉林河下游缺

口处进行封堵。

李朝阳 周程程摄影报道

▼日前，黑龙江省尚志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当地一处被洪水

浸泡过的水稻田里查看水稻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8月 19日，河北省

石家庄市井陉县石太铁

路货运线路甘陶河铁路

桥水毁桥梁施工现场。

邵玉姿 邓俭生摄

影报道

▶日前，河北省保

定市涞水县其中口乡，

国网河北省平山县供电

公司抗洪救灾救援队抢

修供电设施。

张学农摄

（人民视觉）

▲ 8 月 18 日 ，河 北

省涿州市刁窝镇潘各庄

村，工作人员为播种机

安装滴灌带，进行灾后

复耕补种。

新华社记者 骆学

峰摄

◀ 8 月 19 日 ，北 京

建工机施集团在北京市

房山区霞云岭乡进行清

淤等工作。

马文晓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