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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近日，中宣部

命名第九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

位学雷锋标兵，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

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

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持续推动学

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让雷锋精

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此次命名的第九批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各 50 个，主要

来自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医院、

部队等基层一线，覆盖了各行各业、各个

领域、各条战线。他们立足本职、建功岗

位，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在平凡的工作中

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和贡献，以实际行动

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是雷锋精神的忠

实传承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

践行者。

中 宣 部 要 求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要 深 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 届 二 中 全 会 精 神 ，深 刻 领 悟“ 两 个 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命名

第九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

雷锋标兵为契机，持续加强组织领导，不

断深化拓展新时代学雷锋活动，推动雷

锋精神代代传承，激励广大干部群众锐

意进取、团结奋斗，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凝聚强大力量。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 受国务院委托，财

政部 3 月 5 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

《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
行情况

（一）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23年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在四季度增发国债

10000 亿元，支持地方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其中 2023 年预算安排 5000 亿元，

其余 5000 亿元结转 2024 年使用，相应对年初预

算安排作了调整。

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6784.37亿元，为预

算的 99.8%，比 2022年增长 6.4%。其中，税收收入

181129.36 亿元，增长 8.7%；非税收入 35655.01 亿

元，下降 3.7%。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

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

结转结余 16840.68亿元，收入总量为 233625.05亿

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4573.81亿元，完成

预算的 98%，增长 5.4%。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2851.24亿元、结转下年资金 5000亿元，

支出总量为 282425.05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字

48800亿元，与预算持平。

2.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9565.82 亿元，为预

算的 99.4%，增长 4.9%。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调入 1500 亿元，从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6350 亿元，收入总

量为 107415.82 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164.5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增长 6.5%。加

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851.24 亿元、结

转下年资金 5000 亿元，支出总量为 149015.82 亿

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 41600 亿元，

与预算持平。

2023 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超出年

初预算 0.82 亿元以及当年支出结余 2850.42 亿元

（含中央预备费 500 亿元，未安排使用，转入当年

支出结余），全部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资金补充 74.34 亿

元 后 ，2023 年 末 中 央 预 算 稳 定 调 节 基 金 余 额

3981.39亿元。

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0163.74 亿元，其

中，本级收入 117218.55 亿元，增长 7.8%；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收入 102945.19 亿元。加上从地方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8990.68 亿

元，收入总量为 229154.42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236354.42 亿元，增长 5.1%。收支总量

相抵，地方财政赤字 7200亿元，与预算持平。

（二）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0704.85 亿元，为

预算的 90.5%，下降 9.2%。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 出 101338.59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85.9% ，下 降

8.4%。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417.54 亿元，为

预算的 106.5%，增长 7.1%。中央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 5744.42亿元，完成预算的 96.7%。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6287.31 亿

元，下降 10.1%，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下降。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6487.36 亿元，

下降 8.2%，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

相应减少支出安排。

（三）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6743.61 亿元，

为预算的 125.9%，增长 18.4%，主要是地方加大

资产处置力度，一次性产权转让收入增加，地方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长较多。全国国有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3345.22 亿 元 ，完 成 预 算 的

96.4%，下降 1.5%。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263.59 亿元，

为预算的 93.9%，下降 3.4%。中央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1495.16 亿元，完成预算的 85.5%，下降

12.6%。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4480.02 亿

元，增长 33.6%。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894.61亿元，增长 9.2%。

（四）202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1499.69 亿

元，为预算的 102%，增长 8.8%。全国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支出 99281.2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3%，

增长 9.6%。当年收支结余 12218.4 亿元，年末滚

存结余 128782.72亿元。

2023 年末，国债余额 300325.5 亿元，控制在

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 308608.35 亿元以内；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07372.93 亿元，包括一般债

务余额 158687.48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48685.45

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债务限额 421674.3

亿元以内。

（五）2023 年主要财税政策落实和重点财政

工作情况。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回

升向好。

强化创新引领，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加强民生保障，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支持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

深化管理改革，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强化财会监督，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二、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一）2024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从财政收入看，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持续释

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

了基础。同时，2022年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入

库一次性垫高 2023 年基数，将相应下拉 2024 年

财政收入增幅；2023年年中出台的一些减税降费

政策对 2024 年产生翘尾减收，继续实施结构性

减税降费政策也将减少财政收入规模。从财政

支出看，国防、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

重点支出刚性增长；弥补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

领域基本民生短板，财政需要继续加强保障；推

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支持区域协调发

展，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转移支付需保持一定

力度。总体来看，2024 年财政收支形势依然严

峻，既要看清发展大势，始终坚定信心，又要把握

环境变化，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

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2024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

求。

做好 2024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的财政

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落实好结构性减税

降费政策，合理把握政策力度，重点支持科技创

新和制造业发展；稳妥安排财政赤字和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持续发挥 2023 年增发国债资金

作用，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保持必要的支出

强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财力保障；完善预算安排和管理措施，强化绩效

结果应用，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过

紧日子不动摇，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合理安排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把

财政资金用好、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效益和政

策效果；统筹把握财政收支政策，做好跨年度预

算平衡；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持续抓好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促进财政健康平稳可持续运

行，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主要

是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加强财政资源统筹，组合使

用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财政

补助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适当支出规模，促进经

济持续回升向好。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加大财政

支出强度。优化对地方转移支付，加强地方财力

保障。优化税费政策，提高针对性有效性。

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主要

是推进财政管理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把同样

的钱花出更大的成效，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

协调联动，着力提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落

实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的要求。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加强绩效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增

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政策协同发力。

（三）2024年主要收支政策。

1.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央财政产业基

础再造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104

亿元。强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

落实技术改造相关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深入实

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和首批次重点新材料

应用保险补偿政策。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鼓

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充分运用市场化手

段，支持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加快

发展。

加大企业创新发展支持力度。落实研发费

用税前加计扣除、科技成果转化税收减免等政

策，支持企业更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

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加大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分担和补偿力度。继续

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财政支持政策，深入开展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推进国资国企

改革，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支持国

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2.支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支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央本级

教育支出安排 1649 亿元、增长 5%。强化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安排 120 亿元，支持

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研究建立基

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现

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安排 313 亿元。

倾斜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改革发展。中央财

政安排相关转移支付 404 亿元，支持地方高校改

革发展。学生资助补助经费安排 723亿元。

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央本级科技

支出安排 3708 亿元、增长 10%。持续增加基础研

究财政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安排 980 亿

元、增长 13.1%。支持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

引导地方探索差异化创新发展路径，建设各具特

色的区域创新高地。推动科技馆免费开放和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3.支持扩大国内需求。

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维护统一的公

平竞争制度，在财政补助、税费优惠、政府采购等

方面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建立

完善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开，

坚决遏制地方招商引资中违规引税返税等恶性

竞争行为。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研究鼓励和引导消费

的财税政策，培育壮大文化、旅游、教育、健康、养

老等领域新的消费增长点。继续实施县域商业

建设行动、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等项目，

提升消费服务保障水平。

带动扩大有效投资。合理扩大专项债券投

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强化投向领域负

面清单管理，严格把好项目融资收益平衡关，推

动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加强 2023 年增发

国债结转资金和 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使

用管理，强化资金分配、下达、使用等情况监管。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适当降低先进技术

设备和资源品进口关税，扩大优质产品进口。用

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支持服务贸易、数字

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支持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

验区提升战略。

4.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

金安排 667 亿元，支持地方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

力。着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

业工作，加大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支持开展

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推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元，达到每人

每年 67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 5 元，达到每人每年 94 元。推动深化

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支持加强中医

药骨干人才培养、中医药优势专科建设等。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实施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提高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

准 提 高 20 元 ，中 央 财 政 相 关 转 移 支 付 增 长

10.6%。推动各地建立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经费保

障机制。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促进普惠托育服务

发展。开展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试

点。加强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保障。

支持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加强文物保护

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支持开展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改进文化艺术领域专项资金运行机

制，引导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做好奥运会、

残奥会备战经费保障。

5.支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稳定实施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政策，适当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合

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玉米大豆生产

者补贴、稻谷补贴政策，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

度。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

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安排 545 亿元、增长 18.7%。适当提高高标

准农田建设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平，稳步扩大

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范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增加到 1770 亿元，用

于产业发展的比例总体保持稳定。聚焦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重点群体和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等重点区

域，支持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将脱贫县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政策优化调整至 160 个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施。研究过渡期后

帮扶政策。

推进乡村发展和建设。支持地方打造现代

农业产业园等平台载体，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继续实施农村公

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政策。支持开展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

革试点试验。

6.支持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央财政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安排 400 亿元。推动健全

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支持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保障性

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

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支持人口净流入省份结

合实际建立健全省对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

励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财税支持

政策，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实施。

中央财政继续安排相关转移支付资金，支持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

7.支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围绕污染防

治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支持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安排 340 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安排 267 亿

元。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安排 44 亿元。农村

环境整治资金安排 40亿元。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出台财政支持“三

北”工程建设的意见，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补助资

金并安排 120 亿元。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支持科学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研究建立健全

与“双碳”目标相适应的财税政策体系。支持绿色

低碳科技研发推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点领

域行业节能减排。支持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

动，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推动加快建

设新型能源体系。密切跟踪全球碳定价趋势，积

极参与全球环境气候资金机制治理与合作。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制度机制。完善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严

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研究把挥发性有机物纳入

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建立健全绿色低碳产品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体系，加大强制采购、优先采

购绿色低碳产品力度。

8.支持国防、外交和政法工作。

（四）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和支出

安排。

1.中央一般公共预算。

中 央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102425 亿 元 ，比

2023 年执行数增长 2.9%。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调入 2482 亿元、从中央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调入 750 亿元、上年结转资金 5000 亿元，收

入总量为 110657 亿元。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4057 亿元，增长 2%。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

赤字 33400 亿元，通过发行国债弥补，比 2023 年

年初预算增加 1800亿元。

（1）中央本级支出 41520 亿元，增长 8.6%，扣

除重点保障支出后增长 0.3%。

（2）对地方转移支付 102037 亿元，剔除支持

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

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补助资

金等一次性因素后，同口径增长 4.1%。

（3）中央预备费 500亿元，与 2023年持平。

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21525 亿元，

增 长 3.7% 。 加 上 中 央 对 地 方 转 移 支 付 收 入

102037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

12708 亿元，收入总量为 236270 亿元。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243470 亿元，增长 3%。地方财政

赤字 7200 亿元，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弥

补，与 2023年持平。

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23950 亿元，增长 3.3%。加上调入资金及使

用结转结余 20940 亿元，收入总量为 244890 亿

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85490 亿元（含中

央预备费 500 亿元），增长 4%。赤字 40600 亿元，

比 2023年年初预算增加 1800亿元。

（五）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支

出安排。

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474.52 亿元，增

长 1.3%。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391.87 亿元、超长期

特别国债收入 10000 亿元，收入总量为 14866.39

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4866.39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 66327.53 亿

元，增长 0.1%。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

转移支付收入 6153.48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收 入 39000 亿 元 ，收 入 总 量 为 111481.01 亿 元 。

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11481.01 亿元，增长

15.5%。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 70802.05 亿元，增长 0.1%。加上上年结转收

入 391.87 亿 元 、超 长 期 特 别 国 债 收 入 10000 亿

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39000 亿元，收入总

量为 120193.92 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20193.92亿元，增长 18.6%。

（六）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392.4 亿元，增

长 5.7%。加上上年结转收入 107.35 亿元，收入总

量为 2499.75 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749.75亿元，增长 17%。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3532.74 亿

元，下降 21.1%，主要是上年地方资产处置等一次

性收入较多、基数较高。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 1571.9亿元，下降 17%。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 5925.14 亿元，下降 12.1%。加上上年结转

收入 107.35 亿元，收入总量为 6032.49 亿元。全

国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支 出 3282.49 亿 元 ，下 降

1.9%。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2750亿元。

（七）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和

支出安排。

中央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94.02 亿元，增

长 31.6%；支出 486.97亿元，增长 25.2%。

地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6997 亿元，

增长 5.3%；支出 106336.33亿元，增长 7.5%。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收入 117491.02 亿元，增长 5.4%。全国社会保

险基金预算支出 106823.3 亿元，增长 7.6%。本年

收 支 结 余 10667.72 亿 元 ，年 末 滚 存 结 余

139450.44亿元。

2024 年，国债限额 352008.35 亿元；地方政府

一 般 债 务 限 额 172689.22 亿 元 、专 项 债 务 限 额

295185.08亿元。

三、扎实做好 2024年财政改革
发展工作

（一）提升预算管理效能。

（二）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三）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

（四）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五）加强财会监督。

（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七）主动接受人大预算审查监督。

关 于 2023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4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 摘 要 ）

（紧接第一版） 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改革开

放，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激发和

增强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李强在报告中提出，党中央对今年工作作出了

全面部署，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紧紧抓住主要矛

盾，着力突破瓶颈制约，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大力推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

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扩大高水平

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

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

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

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

报告中，李强还就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民族、宗

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门发展和

两岸关系，以及我国外交政策等作了阐述。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务院关于 2023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 2024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国务院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

报告及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李鸿忠作关于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关于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指出，国务

院组织法是关于国务院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基

本法律，对于保障国务院依宪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了

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程，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构建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有必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修改国

务院组织法，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重要内容载

入国务院组织法，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精神

和成果通过法律规定予以体现。修改国务院组织

法是新时代国务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加强政

府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国务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制度保

障，是新时代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全面建设法治政

府的重要方面，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举措。国务

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共 20 条，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增

加国务院性质地位的规定，明确国务院工作的指导

思想，完善国务院职权的表述，完善国务院组成人

员相关规定，完善国务院机构及其职权相关规定，

健全国务院会议制度，增加国务院依法全面正确履

行职能的制度措施。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马兴瑞、王毅、尹力、石

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何卫东、何立峰、张

又侠、张国清、陈文清、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

坤明、刘金国、王小洪、吴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

胡春华、沈跃跃、王勇、周强、帕巴拉·格列朗杰、何

厚铧、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鸿、高云龙、陈武、穆

虹、咸辉、王东峰、姜信治、蒋作君、何报翔、王光谦、

秦博勇、朱永新、杨震，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

张升民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列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列

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和

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

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中宣部命名第九批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