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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法律草案、决定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以立法推动和保障爱国主义教育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6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将审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海洋环境保

护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粮食安全保障
法草案的议案等。

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
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
经济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首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草案共11章69条，包括总
则、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粮食
储备、粮食流通、粮食加工、粮
食应急、粮食节约、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和附则。

记者从本次常委会会议了
解到，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
总体较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
充足，市场供应充裕。与此同
时，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
食安全仍面临耕地总量少、质

量总体不高，粮食稳产增产难
度加大、储备体制机制有待健
全、流通体系有待完善、加工能
力有待提升、应急保障有待加
强、节约减损有待规范等诸多
问题挑战。制定粮食安全保障
法，对推动解决上述问题具有
重大意义。

草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立足我国国情、粮情，着力
构建系统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
制度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提
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耕地保护和粮食生
产、储备、流通、加工等环节以
及粮食应急、节约等方面突出

问题，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切实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
安全风险能力，保障粮食有效
供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里；深入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粮食安全领域改革
成果，将经实践检验成熟的政
策措施和制度成果转化为法律
规范，为推进粮食安全治理能
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草案还对违反本法的行为
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与
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食
品安全、反食品浪费、安全生产
等法律、行政法规进行了衔接。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
二审稿增加规定，国家实行海
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
评价制度。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环
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基
础。2022年12月，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
了初次审议。

针对各方提出的压实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责任等建议，此
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增加
规定，国家实行海洋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将海洋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对未完
成海洋环境保护目标的海域，
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
取有效措施及时整改，约谈和
整改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针对各方建议，草案二审
稿规定从事影响海洋环境活动
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海洋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增加规定排
污口的责任主体应当加强排污
口监测，按照规定开展监控和
自动监测；增加规定建立健全
近岸水体、入海排污口、排污管

线、污染源全链条治理体系；禁
止向海域排放污染海洋环境、
破坏海洋生态的放射性废水；
明确建立海洋垃圾监测制度；
明确工程建设项目不得违法向
海洋排放污染物、废弃物及其
他有害物质。

此外，草案二审稿在加强
陆海统筹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
制度建设，健全排污许可管理、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制度等方面
作出规定。同时，草案二审稿
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岸线
管控，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
让百姓第一时间“找对门”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二次
审议稿，拟完善行政复议范围
的有关规定，将行政赔偿决定
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此次修改行政复议法，对
行政复议管辖进行了调整，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行
政复议将会带来相应变化。修
订草案对行政复议管辖作了调
整，主要是贯彻行政复议“便
民、为民”的原则，发挥化解行
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一方
面，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行政复
议职责进行有机整合，让百姓
第一时间“找对门”，方便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
议。另一方面，由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
责，便于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
置，将分散的职责进行有机整
合并实现重心下移，将矛盾解
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对申请人来说，调整以后
的最大变化是，对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出
的行政行为不服的，以前是选
择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
政复议，现在是统一向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需要注意的是，对海关、
金融、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
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
全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
的，管辖机关未发生变化，仍然
是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
复议。

我国拟将8月15日
确定为全国生态日

为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
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我国拟将8
月15日确定为全国生态日。

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
定草案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全国
生态日的目的、全国生态日的设
立时间、活动内容等三个方面。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在会
上对草案作说明。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工作期间，2005年8月15
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
论断。赵辰昕在说明中表示，这
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核心理念，将8月15日设为全
国生态日，比较符合确定纪念
日、活动日时间的基本原则，能
够充分体现首创性、标志性、独
特性。

决定草案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给
人民群众带来强烈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
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
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各地区各
部门的共同行动。

决定草案提出，将8月15日
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国家通过
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活动。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
无障碍环境建设
应当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三
审稿统筹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与适老化改造，是应对人口老
龄化和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
重要举措，明确无障碍环境建
设应当与适老化改造相结合。

在无障碍信息交流方面，
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鼓励教材
编写、出版单位根据不同教育
阶段实际，编写、出版盲文版、
低视力版教学用书，满足盲人
和其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学
习需求。此外，草案三审稿进
一步扩大提供无障碍信息服务
的主体范围，增加“博物馆、文
化馆、科技馆”等为残疾人、老
年人提供无障碍设施设备和服
务的规定。

针对商品尤其是药品说明
书字体小、阅读不方便等突出
问题，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
相关规定，明确国家鼓励食品、
药品以及其他商品的生产经营
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等无障
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书，方
便残疾人、老年人识别和使用。

在保障措施方面，草案三
审稿在鼓励支持措施中增加

“税收优惠”，并增加“促进新科
技成果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
运用”的规定。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 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

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 实行海洋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制度

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 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规定学校建立爱国
主义教育相关课程联动机制，
要求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区、重点区建设……爱国主
义教育法草案26日首次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诸多规定值得关注。

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有维
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
结，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爱国
主义教育法草案进一步明确：
国家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
族和伟大祖国的情感，传承民
族精神、增强国家观念，壮大和
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使爱国主
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
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根据草案，爱国主义教育
的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
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大好河
山、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
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
事迹等方面。在实施方式上，
强调要利用红色资源、文化遗
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
场馆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
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国
庆节和重要纪念日、重大节庆
日等活动，通过升挂国旗、奏唱

国歌、宪法宣誓等仪式礼仪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在规
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
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草案规定，各级各类学校
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
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
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融入各类学科中。

草案对学校如何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比
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
程联动机制，针对各年龄段学
生特点，确定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点内容；将课堂教学与课外
实践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
内容融入学校各类主题活
动等。

草案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
的领导机制，对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和群团组织等的爱国主义
教育职责予以明确。

根据草案，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
护、管理和利用，发掘具有历史
价值、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推
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重点区建设，发挥红色资源和
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文物
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文物古迹、

传统村落等文物和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利用，发掘所蕴含的爱
国主义精神，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等。

草案还从建立健全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的认定、保护、管理
制度，支持爱国主义题材文艺
作品和出版物的创作、出版，支
持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和人
才培养，对在爱国主义教育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
表彰奖励等方面，加强支持保
障力度。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继
敏表示，草案赋予中央和地方
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
导、监督和统筹协调职责，规定
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部门在
各自职责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工作，要求各群团组织发挥各
自优势向相关群体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这些针对不同主体职
能定位制定的“权责清单”，能
更好发挥各类主体在爱国主义
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进一步提
升法治化治理能力。

草案还对侮辱国歌、国旗、
国徽，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
烈事迹和精神等违背爱国主义
精神的禁止性行为及其法律责
任作出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
拟设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党的二十大对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党的
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全国
人大机构改革作为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重点是
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依照全国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
审议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
作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全
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审
查、联络服务有关工作；承担代
表集中视察、专题调研、联系群
众有关制度制定和指导协调工
作；负责全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
工作的统筹管理；负责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的监督管理；负责全国
人大代表学习培训的统筹规划
和管理；指导省级人大常委会代
表工作；承担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承办全国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其
他事项。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