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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区域管理优势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近日，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
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合理划分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通过改革形成与
现代财政制度相匹配、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划分

模式，为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构建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交通强国
提供有力保障。

《方案》提出 ，在完善中央决策 、地
方执行机制的基础上，适度加强中央政
府承担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

和能力，落实好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范
围内的责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区域管
理优势和积极性 。 坚持人民交通为人
民，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交通运输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着力解决交通
运输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对运
转情况良好、管理行之有效 、符合行业
发展规律的事项进行总结和确认，对存

在问题的事项进行调整和完善。
《方案》对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

政、综合交通六个方面改革事项的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了划分。 对现行法
律法规没有明确财政事权划分的事项进

行确认，包括国道、国家级口岸公路、京
杭运河、运输机场等。 适度加强中央财
政事权，将公路领域的“界河桥梁”和“边
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水路领域
的“国境、国际通航河流航道”和“西江航
运干线” 等内容上划为中央财政事权。
适当下划部分财政事权，将铁路领域“干
线铁路”的组织实施从中央财政事权调
整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将民航
领域“通用机场”从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
事权调整为地方财政事权。 将现已由中
央承担的“长江干线航道”、“空中交通管
理”等和由地方承担的“农村公路”、“道
路运输管理”等改革事项作了明确。

《方案》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配合，按规定
做好预算安排和投资计划。 要适度加强
省级政府承担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的

职责和能力，避免将过多支出责任交由基
层政府承担。 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提高交通运输领域资
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要抓紧修订相关
管理制度，推动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及部门规章，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爱国：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准则
陈 瑛

爱国是人们对于祖国的一种深厚

的依恋、爱护，以及与此相应的实际行
动。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遵循的最基本
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中华民族
的光荣传统。 几千年来，中华儿女一直
高举爱国旗帜， 涌现出无数爱国英雄、
仁人志士， 传诵着数不清的爱国诗篇，
爱国主义精神早已融入亿万人民的心

里。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
义精神始终是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
的强大动力， 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
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

我们爱国，因为我们的祖国山河壮
丽、地大物博，因为我们的祖国有着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因为我们生于
斯、长于斯，祖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
我们的心。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历
经磨难， 但中国人民始终英勇不屈、艰
苦奋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经济、政治、
文化成果。这一切在每个中国人身上都
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造了中国心。 正
如《我的中国心》歌中所唱的那样：“洋
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
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在中华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实践中，
我们深深地懂得国家的重要和爱国的

必要，懂得个人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
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国，就没有家，
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甚至没有
个人的生命和安全； 只有国家独立富
强，个人才能自由、富裕与幸福。正如孙
中山先生所说：“国家者载民之舟也，舟
行大海中，猝遇风涛，当同心互助，以谋

共济。 ”正是从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密切
关系中， 以及对这种关系的深刻认识
中，中国人民产生了对祖国浓厚强烈的
道德情感，并把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转
化为行动和实践。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进
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呢？

爱国就要热爱人民。我们要尊敬我
们的先辈， 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的今天；
爱同自己一样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父

老乡亲、师长朋友，他们与我们血肉相
连，共同支撑和发展着今天的社会。 我
们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为人民服务，
努力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让
人民生活得更富裕、更美好。 爱国爱民
应从孝老爱亲做起，尤其要关心爱护鳏
寡孤独等特殊社会群体，热心帮助那些
处于困境之中的人。特别是当国家发生
突发事件和巨大灾害之时，一定要高度
关注，挺身而出，不畏艰险，不计报酬，
尽力贡献；坚决反对国内外一切敌对势
力对我们的分裂瓦解，同一切损害祖国
利益和荣誉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爱国就要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爱惜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就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

要性，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注
意爱护生态； 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这些远见卓识，已被今
天世界的人口膨胀和工业化所带来的

环境危机、雾霾和水系污染所证实。 保
护环境再也不能等待， 再也无法推托。

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热爱祖国大好河

山的优良传统，立即行动起来，发扬中
华民族朴素节俭的好传统，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让天蓝气清，推动和保障我国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爱国就要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丰
富的宝库，既有文史哲学，又有科技艺
术，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蕴含其中的“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独立自主、奋
发图强”精神，“崇德向善、团结友爱”精
神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支撑，对
于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爱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进入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一度陷入被人任
意欺凌践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但
是她又迅速崛起。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
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实现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

新中国，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
行改革开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逐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如今，我们的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经济
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神舟” 九天揽月，
“蛟龙”五洋捉鳖，一个“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正在加快实
现。我们的祖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
大、这样可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能不欢欣鼓舞，
能不感到骄傲自豪吗？能不以更大的决
心和干劲报效祖国吗？

培育和践行爱国这一价值准则，首
先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特别
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发展繁荣、
同人民幸福安康结合起来，为祖国取得
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而喜悦，为祖国面
临的困难和挑战而担忧，为增进民生幸
福而努力。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强烈的爱
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每
一个祖国需要的时刻，贯彻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当爱国成为每一
个中国人的最高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充分，中
华民族就会更加同心同德，创造出新的
辉煌。

7 月 10 日， 顾客在北京和平门菜市场挑选水果。 当日， 国家统计局
发布数据，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7%。上半年，CPI 比
去年同期上涨 2.2%。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