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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 中央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5
日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
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

见》。 习近平强调，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
水平，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
协同创新，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 中央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全面
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实践，各项
工作取得新进展。

会议强调，要抓好《关于加
强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的意

见》贯彻实施，完善法律制度，
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法， 尽快
实现重点领域立法全覆盖。 要
提高立法质量，立改废释并重，
及时修改、 废止不适应实践需
要的法规文件， 增强法律制度
时效性、协调性、可操作性。 要
完善制度机制， 确保在法律范
围内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要大幅度精简审批事项， 降低
准入门槛，降低制度性成本，释
放社会生产力。 要坚持依法决

策，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当、
责任明确。

会议指出， 要加快职能转
变，降低准入门槛，优化付款、
退税 、资质办理等流程 ，降低
制度性成本 ， 释放社会生产
力。 对需要公众参与的事项，
要依法有序公开。 要营造公平
环境 ，推行竞争性采购 ，引导
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放，提高
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

例。 要按照规则公平的要求，
完善投资 、税收 、评标等方面
的政策，把权利保护贯穿于军
民融合发展立法、决策、执法、
司法各环节，有效维护各类主
体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 战略性重大工
程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有效途

径。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以
工程建设为牵引， 集中优势力
量协同攻关，早日取得突破。要
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规模化应

用， 更多立足国产产品开展研
制，在使用中不断迭代优化，进
而带动国家整体创新实力提

升。要提高工程建设效益，统筹
配置资源， 努力实现整体性能
最优、综合效益最大。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统一协调
相关重大工程、 重大计划、重
大项目， 统一调动所需的人、
财 、物等创新资源 ，形成整体
合力。 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增

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发扬钉钉子精神，实干苦
干，不断取得军民融合发展新
成效。 要加快工作机构建设，
尽快实现机构到位 、 职能到
位 、人员到位 ，加强干部队伍
建设。 要敢于啃硬骨头，积极
开展创新实践。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抓军民融合发展任务

落实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自觉
在大局下把方向、 定政策、抓
落实 ，勇于革故鼎新 ，坚持埋
头苦干，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
国家机关及军委机关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到 2020年，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
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长江
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长江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

工作。
《意见》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
支撑。 多年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
染 、过度捕捞 、航道整治 、岸坡硬
化、 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影响，长
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水生生物
保护形势严峻，水域生态修复任务
艰巨。

《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
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和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 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
复为主，强化完善保护修复措施，全
面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把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有关
要求落到实处，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意见》明确，到 2020 年，长江
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 水生
生物保护区建设和监管能力显著提

升，保护功能充分发挥，重要栖息地
得到有效保护， 关键生境修复取得
实质性进展， 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性
增长， 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
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 。 到
2035 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 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
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
态功能有效恢复。

《意见》 提出了开展生态修复、

拯救濒危物种、加强生境保护、完善
生态补偿、加强执法监管、强化支撑
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等 7 个方面 19
项政策措施，涵盖了生态修复、生态
调度、增殖放流、健康养殖、珍稀濒
危物种抢救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
护、栖息地建设管理、生态补偿、全
面禁捕、执法管理、投入保障、科技
支撑、 责任落实和社会动员等与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有关的全过程

和各环节。
《意见》提出，要将水生生物保

护工作纳入长江流域地方人民政府

绩效及河长制、湖长制考核体系，进
一步明确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在水生生物保护方面的主体责

任， 根据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要求
定期考核验收， 形成共抓长江大保
护的强大合力。

10 月 15 日 12 时 2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 ），以 “一箭双星 ”方式
成功发射第 39、40 颗北
斗导航卫星。 据介绍，这
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

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
号系统第 15、16 颗组网
卫星。
新华社发 梁珂岩 摄

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 ＧＤＰ比例连续 ６年超 ４％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 １５ 日发布
２０１７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
告显示 ，２０１７ 年 ，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３４２０７．７５ 亿元，比上年的 ３１３９６．２５ 亿元增长
８．９５％，占 ＧＤＰ 比例为 ４．１４％，连续 ６ 年保持
在 ４％以上。

公告说，２０１７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４２５６２．０１ 亿元，比上年的 ３８８８８．３９ 亿元增长
９．４５％。

公告同时表明，２０１７ 年全国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
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

增幅分别为：６．７１％、９．１３％、１１．８０％、８．５５％、
８．２７％；全国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
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幅分别为 ：４．６４％ 、
６．４７％、６．１８％、２．７１％、５．４４％。 (据新华网）

我国将用 ３年时间使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明显见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近日联
合发布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
案》， 明确用 ３ 年时间使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明显见效，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根据实施方案明确的治理目标，到 ２０１８
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消除比例高于 ９０％，基本实现长制
久清。 到 ２０１９ 年底，其他地级城市建成区黑
臭水体消除比例显著提高， 到 ２０２０ 年底达
到 ９０％以上。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
域城市建成区尽早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住建部城建司副司长杨海英 １５ 日在黑
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新闻通气会上说，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必须要按照流域、系统、统筹考
虑，若是仅仅就水治水，很容易就会反弹。 水
体出现黑臭反弹的原因包括控源截污不到

位，管网建设历史欠账多，水体被人为拆分
整治，水体、管网等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不
到位等。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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