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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22 日电 （记者黄

庆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

委员长会议 22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鹰作的关于海洋

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修改意见的

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授权

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授

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的决定草案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

刑人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

求斯共和国引渡条约》《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

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

议定书》《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

议秘书处及其人员、成员国代表特权与

豁免公约》《国际航标组织公约》审议情

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和加入的决

定草案代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刘奇作的关于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

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

蔡达峰、何维、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

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四次委员长会议
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

赵乐际主持

10 月 2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

关于打击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犯

罪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 护 检 察 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 开 展 专 题

询问。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围绕同

一主题，对“一府两院”三个报告开展专

题询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最高

法、最高检负责同志到会回答询问，听

取意见。

专题询问现场气氛热烈，提问抓住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执法司法工

作的关键问题，开门见山表达人民群

众的关切；回答直面问题谈现状、讲打

算，认真作答、坦诚交流。提问、回答、

补充……问得好、答得实，凝聚起以高

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强烈

共识和强大力量。

增强生态环境保护
执法的系统性、协调性

“公安机关将采取哪些措施更加有

效地打击和防范环境资源犯罪？”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杰明第一个提问。

“当前，环境资源领域犯罪依然多

样多发，危害严重。”直面问题，国务委

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表示，公安机关

将从依法严打、源头治理、改革攻坚三

方面着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

力度来谋划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破坏耕

地、非法采矿、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

突出犯罪，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环境资源

问题。在执法过程中把握好法理情相

统一，坚定不移走改革强警之路，提升

打击防范环境资源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守护好绿水青山。

王小洪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努力在重点攻坚上取得新突破、在

风险防控上展现新作为、在能力建设上

有新的提升。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跨区域、跨流域

特征非常明显，加强联动执法十分必

要。“如何坚持系统观念，进一步推动部

门联动、区域协同、政策协调，加大执法

司法力度，促进关键区域和流域生态环

境资源保护？”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吴艳刚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

公安部副部长徐大彤表示，将紧紧

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美丽中国建

设重点任务，组织特定区域、重点流域

进一步健全警务协作机制，为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对重大区域性、流域性案

件，采取指定管辖、联合督办、提级侦办

等方式。进一步统一执法标准尺度，加

强与行政部门和检法机关沟通协调，切

实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增强生

态环境保护执法的系统性、协调性。

环境资源执法和司法工作对检验

鉴定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不少地方反

映，现有的鉴定机构、鉴定项目等资源

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而且鉴定成本高、

费用贵、周期长，影响案件办理。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轩对有关部门破解

这些难题的打算和安排进行提问。

司法部部长贺荣表示，司法部将务

实推进相关立法工作，进一步与生态环

境部、农业农村部、科技部、自然资源

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沟通协作，发展

壮大优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细化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程序指导方面要求，

协调国家标准委等有关部门完善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体系，统一制定、发布和

解释鉴定标准，加强监督管理和鉴定人

能力建设。

在司法实践中把握
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处理得好不好，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成效。在专题询问中，这个话题备受

关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高友东聚焦

这一问题提问：“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

中应如何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的关系？在以司法保障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有

哪些思路和举措？”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从浙江上

虞法院审理的一起公司环境污染案说

起。这起案件案情不复杂，但启示很深

刻：把发展和保护融为一体，实现“办理

一个案件、挽救一个企业、带动一个行

业”的良好效果，有效保护环境，同时促

进企业的发展。

“人民法院将坚持能动司法、绿色

发展、系统保护、最严法治、协同治理的

理念，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落实

到具体审判工作中，把预防为主的原则

落到实处，把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辩证统一的裁判理念落到每一个案件

的具体裁判中。”张军表示。

近 年 来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的 发

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以及我国诉讼制度的优势。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吕忠梅提出：“在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法律监督工作中，人

民检察院现在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和

困难是什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打算如

何综合发挥‘四大检察’（刑事检察、民

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的

职能优势，进一步做好法律监督工作？”

“从检察工作自身来看，在工作理

念、能力、力量和机制等方面存在不适

应、跟不上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应勇坦言，一些检察人员对生态环

境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存

在着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善监督和

就案办案、机械办案的问题，未能更好

地通过履职办案去推动相关行业、领

域 、区 域 开 展 生 态 环 境 和 资 源 保 护

工作。

如何发挥“四大检察”优势？应勇

用“依法一体履职”“依法综合履职”“依

法能动履职”3 个关键词作答并表示，将

更好地立足检察履职，通过个案办理、

类案整治来发现环境资源保护普遍性

问题，进而通过高质量的检察建议，制

发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等，促进一类

案件甚至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个区

域共性问题的解决，从源头上减少同类

案件的反复发生。

结 合 相 关 提 问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副检察长张雪樵介绍了目前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一些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包

括四级检察机关一体化履职办案、建立

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公益诉讼异地管辖

制 度 、建 立“ 行 政 +检 察 ”的 动 态 协 作

机制。

建立更加紧密的行刑
衔接机制

行刑衔接是促进环境资源领域依

法行政和严格司法的重要制度。不少

地方反映，实践中存在衔接不顺畅、合

力不强等问题。

“加强和改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行刑衔接工作要重点解决哪些问

题？还有哪些制度性安排？”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鲜铁可提出问题后，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了回答。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将行刑衔

接方面的堵点、难点进行归纳：移交难、

取证难、定性难。黄润秋表示，将进一

步完善与公安部门的衔接机制，加大基

层部门移交案件的规范性、标准性、可

操作性，建立更加紧密的行刑衔接机

制，强化与公安机关的协同作战能力。

对于一些重点领域、疑难案件，一起召

开联席会、座谈会分析案情，杜绝以罚

代刑，放大震慑效应。同时，加大联合

培训力度。

“自然资源部将与公安部积极配合

落细落实行刑衔接机制各项内容，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

华分析了行刑衔接机制在基层落地见

效方面存在的一些困难，并从健全会商

机制、完善移送机制、加强协同机制、改

进培训机制、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提出

对策。

在自由提问环节，全国人大代表邹

宁就大家关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

关资金使用进行发问。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说，针

对相关资金管理方式不统一、使用方式

不统一、使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财政

部等单位印发了资金管理办法，生态环

境部等单位印发了管理规定，最高法将

继续支持、配合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

细化、精准化资金的管理使用监管，保

障资金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及时修复，

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

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对此进行补

充。他表示，将强化政策解读，让各方

面都能理解把握好相关政策，并执行到

位，确保责任明确、赔偿到位、修复有

效。同时，强化分类指导，指导地方优

先支持已经被损害的区域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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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粮食安全保障

法草案。20 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草案修改情

况的汇报。此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有 些 常 委 会 组 成 人 员 和 地 方 、部

门、基层立法联系点、研究机构、社会公

众提出，种粮的比较效益低，国家应充

分调动种粮农民和地方政府保护耕地、

种粮抓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增产、农民

增收；同时还应明确给予政策性保险支

持。草案二次审议稿采纳这一意见，增

加相关内容。

根据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

部门、基层立法联系点、研究机构的意

见，草案二次审议稿在提升耕地质量、建

设高标准农田、加强撂荒地治理、推动盐

碱地综合利用等方面作了修改：一是规

定国家建立严格的耕地质量保护制度，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量质并重、系

统推进、永续利用的要求，坚持政府主导

和社会参与、统筹规划与分步实施、用养

结合与建管并重的原则，健全完善投入

保障机制，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二是

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

宜、分类推进撂荒地治理，采取措施引导

复耕。家庭承包的发包方可以依法通过

组织代耕代种等形式将撂荒地用于农业

生产。三是规定国家推动盐碱地综合利

用，制定盐碱地综合利用相关规划和财

政支持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分区分类开

展盐碱耕地治理改良，加快选育耐盐碱

特色品种，推广改良盐碱地有效做法，遏

制耕地盐碱化趋势。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提出，

粮食安全保障工作主要涉及发展改革、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主管

部门，建议予以明确，并加强部门之间

的协同配合。草案二次审议稿采纳了

这一意见。

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部门建议增加化肥、农药、农

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保障供应和科

学使用的内容。对此，草案二次审议稿

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

做好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

资料稳定供应工作，引导粮食生产者科

学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合理使用农

用薄膜，增施有机肥料。

有些常委委员和社会公众建议对

节约粮食作出针对性规定。对此，草案

二次审议稿增加规定：机关、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等应当加

强本单位食堂的管理，定期开展节约粮

食检查，纠正浪费行为。有关粮食食品

等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制定和完善节约粮

食、减少损失损耗的相关团体标准，开展

节约粮食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工作。

草案二次审议稿还增加国家加强

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发挥粮食国际贸易

作用的规定，并在粮食的定义中进一步

明确杂粮的范围。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进入二审

明确给予政策性保险支持
本报记者 亓玉昆

10 月 2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慈善法修正草

案。修正草案共 28 条，进一步规范了

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运行、完善了公开

募捐制度等。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徐辉 20 日向常委会汇报了慈善

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据介绍，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慈

善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宪法

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意见，对法律

修改方式进行调整，不采用修订方式对

现行慈善法作出全面修改，采用修正方

式对现行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在保持现行法基本制度总体稳定的前

提下，总结实践经验，对较为成熟或者

有基本共识的内容作出必要修改。

修正草案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和

慈善信托运行。明确已经设立的非营

利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

请认定为慈善组织；规定慈善组织与不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合

作募捐的，应当对合作方进行评估；明

确慈善信托受益人的确定原则。

在完善公开募捐制度方面，修正草

案降低慈善组织申请公开募捐资格的

年限要求；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互

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为慈善组织通

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提供服务；要求

募捐活动或者慈善项目结束三个月内

全面、详细公开募捐、项目实施和募得

款物使用情况；开展募捐活动有违法情

形且情节严重的，吊销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或者登记证书，并处以罚款。

修 正 草 案 增 设 应 急 慈 善 相 关 制

度。要求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

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依法建立

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提供

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

救助活动；鼓励慈善组织、慈善行业组

织建立应急机制，鼓励慈善组织、志愿

者等在政府协调引导下依法开展或者

参与慈善活动；要求及时拨付或者使

用 募 得 款 物 ，并 按 要 求 公 开 接 收 、分

配、使用情况；允许应急公开募捐方案

在事后备案；要求基层政府、基层组织

为 应 急 慈 善 款 物 分 配 送 达 等 提 供 便

利、帮助。

在强化慈善促进措施方面，修正草

案将慈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增加慈善信托依法享受税收优

惠的规定，并提出鼓励发展社区慈善事

业，建立健全慈善领域捐赠人、志愿者

等信用记录和激励制度。

修正草案提出，加强领导和监督管

理。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慈善活动监管；

对涉嫌违法的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受托

人的有关人员进行责任约谈；规定国务

院民政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慈善信息

平台，免费提供慈善信息发布服务；建

立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慈善信托受托

人信用记录制度；强化慈善组织、慈善

信托受托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法律

责任。

在规范个人求助行为方面，修正草

案明确个人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

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

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

实性负责，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应当

承担信息查验义务。

慈善法修正草案提请审议

进一步完善公开募捐制度
本报记者 魏哲哲

（上接第一版）县直部门和街道乡镇要

结合班子和队伍建设开展主题教育；

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学习内容要突

出重点，通俗易懂。领导干部要带头

讲好党课。要把“四下基层”作为重要

抓手，调查研究直奔问题去，注重“小

切口”，实打实拿出具体对策，推动从

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检视整改要真查实改，抓住群众反映

强烈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推动高

质量发展需要集中破解的问题、干部

思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注重以检

促改、举一反三，务求实效。要做好定

点帮扶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宁陕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走高质量

绿色发展之路。各级党委（党组）要压

实压紧领导责任，加强指导督导，力戒

形 式 主 义 。 要 加 强 主 题 教 育 宣 传 引

导，形成良好氛围。要把主题教育与

当前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做到两

手抓、两促进。

（上接第一版）构建科学严密、系统完善

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其

他国家机关和地方健全完善配套法规和

标准，保证生态环保法律落实落细；加强

对生态环保法律实施和相关工作的监督，

推动“一府两院”提高执法司法工作水平；

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

心，凝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

王小洪表示，国务院及各有关部门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从依法严打、源头

治理、改革攻坚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力

度，切实提高打击防范环境资源犯罪工

作水平，努力以高标准执法落实高水平

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张军表示，人民法院将切实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

为更高水平的司法实践，积极回应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

现代化，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落

实到具体审判工作中。

应勇表示，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全面协调充分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深化一体履职、综合

履职、能动履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环

境资源案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

成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

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

何维、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

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奇出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道具车台绕场一周后，在

场地中间夹道列队，金桂少女手持金桂

花环准备欢迎运动员入场。

19 时 45 分，伴着轻快的乐曲《我们

的亚细亚》，运动员入场式开始。本届

杭州亚残运会共有来自 44 个国家（地

区）的代表团、3100 多名残疾人运动员

参加。未来 6 天里，他们将参加 22 个大

项、564 个小项的比赛。

东道主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后入场，

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中国代表

团共 723 人，其中参赛运动员 439 人，他

们将参加全部 22 个大项的角逐。

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组

委会主席、浙江省省长王浩，杭州第四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程凯，亚残奥委员会

主席马吉德·拉什德先后致辞。

20 时 55 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宣布：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开

幕！“数字焰火”绚烂绽放，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文艺节目《勇向前》以“金石篆刻”

的艺术化表现诠释残疾运动员“精诚

所 至 ，金 石 为 开 ”的 拼 搏 精 神 。 短 片

中，金石篆刻的手法与现场残疾人运

动员“刀锋战士”的肢体动作相结合开

启表演。健全舞者与轮椅舞者完美共

舞 。 地 屏 周 围 出 现 22 个 数 智 印 章 玉

石，石刻质感的杭州第四届亚洲残疾人

运动会运动图标依次呈现。运用特效

虚拟技术，一棵“金桂花树”昂然挺立，

象征着残疾运动员超越自我、坚韧生

长的力量。

8 名中国残奥会冠军手持亚残奥委

员会会旗入场。在亚残奥委员会会歌

声中，亚残奥委员会会旗缓缓升起，和

鲜艳的五星红旗一道，在会场上空高高

飘扬。

中国运动员余钦权、蒋裕燕，中国

裁判员陈然、夏昕分别代表参赛运动

员、裁判员宣誓。

在激情的手鼓声中，文艺表演《梦

闪耀》呈现在观众面前。百名手持金桂

花环的演员加油呐喊，看台上“千家万

户”的门窗点亮。沸腾之声稍歇，由听

障儿童组成的童声合唱团，唱响一曲温

暖的天籁之声。歌声中，肢残舞者与健

全舞者默契携手、精彩共舞。

21 时 14 分 ，主 火 炬 点 燃 仪 式 开

始。采集自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博物

馆内圣火台的亚残运会圣火，自 19 日

在杭州市“三江两岸”依次传递，最终抵

达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体 育 场 内 ，周 国 华 、郑 雄 鹰 、侯

斌、杜剑平、王海涛等 5 名火炬手接力

前行，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最

后 一 棒 火 炬 手 徐 佳 玲 来 到 火 炬 塔

下。她用智能仿生手臂高擎火炬，虚

拟 的 良 渚 玉 鸟 向 火 而 来 。 万 众 瞩 目

中，主火炬被点燃，玉鸟再次飞旋，化

作杭州亚残运会吉祥物“飞飞”，体育

场内一片欢腾。随即，全场共同唱起

本届亚残运会歌曲《我的深情为你守

候》。网幕影像中出现百余名残疾人

与健全人的灿烂笑脸，传递出深情的

祝福。

谌贻琴出席开幕式。

亚残奥委员会官员等出席开幕式。

金秋时

节，汾邢（山

西汾阳—河

北邢台）高速

公路掩映在

太行山中，层

林染金，如诗

如画。

邢兰富摄

（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