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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任沁沁 熊丰

公安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成效怎样？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

改 革 ？ 推 动 自 动 驾 驶 发 展 方 面 有 何 作

为？怎样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

权益？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7 日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回应了当前相关热

点话题。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

口管理制度”。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亓延军

介绍，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公安部有序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4 年以来，共

有 1.5亿农业转移人口平稳有序进城落户，

全 国 户 籍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由 2014 年 的

35.9％提高到 2023年的 48.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仇保利表示，

公安部将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

进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功能衔接并轨。以

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加快推动部门

间人口信息资源依法互联共享，实现就

业、教育等信息汇聚。

推进移民管理制度型开放，提升移民

和出入境管理便利化水平。2024 年 1 月

至 7 月 ，外 籍 人 员 来 华 观 光（休 闲）就 达

572.2 万人次，会议（商务）达 380.3 万人

次，探亲访友 172.3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403％、81.5％、107.4％。

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

单管理机制。2019 年以来，围绕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出台改革举

措 240 余项；办理户口迁移“跨省通办”业

务 415 万余笔，累计异地换、补领居民身

份证 1.16 亿张；陆续推出 10 批次公安交

管改革新措施，惠及群众 8 亿多人次，减

少群众办事成本 700 多亿元。

我 国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产 业 正 有 序 推

进。公安部交管局局长王强介绍，公安机

关已累计发放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号牌 1.6

万张，开放公共测试道路 3.2 万公里，有力

支撑自动驾驶技术验证和迭代更新。“我

们将积极联合有关部门，推动建立全国统

一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标准体系。”

“服务发展没有止境。”亓延军表示，

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创新理念、改进方式、

优化举措，不断提升服务管理效能，更加

积极主动护航高质量发展。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党的二十大以来，公安部不断推动完

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体系，努

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亓延军介绍，今年 1 月至 7 月，全国公

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30.1％、

已连续 14 个月同比下降，电信网络诈骗

立案数同比下降 23.8％、已连续 11 个月

同比下降，现行命案破案率保持 99.94％

的历史最高水平；2023 年全国群众安全

指数达 98.2％，连续 4 年保持 98％以上的

高水平。

公安部已连续 3 年组织开展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行动。今年行动开展以来，全

国公安机关对 491 起涉黄赌毒、食药环、

电信网络诈骗、网络犯罪等跨区域、长链

条、影响大的案件集中攻坚、统一收网。

其间，全国 110 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

下降 18.1％、10.9％。

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击整治网

络谣言专项行动，今年已侦办网络谣言类

案件 2.2 万余起，依法查处造谣传谣网民

2.5 万余人，依法指导网络运营者关停违

法违规账号 16 万余个，清理网络谣言信

息 132.2 万余条。

近期，《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8 月 25 日，公开征求意见结束。“目

前，公安部正在认真梳理各方面的意见，

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建议。”仇保利说，国

家推行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以后，用户多了

一种更安全、方便的选择，原有的网络身

份认证方式仍可继续使用，用户不使用网

号、网证也可以正常上网。

今年前 7 个月，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

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2.1 万起。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

罪侦查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局局长李剑

涛表示，全国公安机关连续组织开展“昆

仑”系列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护

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安

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维护我国公民、法

人在海外合法权益”。近年来，公安机关

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与外国执法部门

建立了一系列合作机制，强化我海外利益

保护，坚决维护我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

“我们协调缅甸执法部门一次性向我

移交白所成等 10 名重大电诈头目，并累

计抓获缅北涉诈犯罪嫌疑人 5 万余名；先

后启动‘金三角’地区涉我犯罪联合打击

整治行动。”亓延军说，针对群众深恶痛绝

的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跨国犯

罪，以及发生在境外的涉我绑架、杀人、涉

黑涉恶等恶性犯罪，公安部将与有关国家

执法部门加强案件协查、证据交换、缉捕

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务实合作，始终保持对

各类涉我跨国犯罪严打高压态势。

针对中国游客相对集中的欧洲国家，

公安部将继续与有关国家执法部门开展

常态化联合巡逻。全力协调外国执法部

门加大力度，依法强化对我海外机构、人

员和利益的保护。

（新华社北京 8月 27日电）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解读热点

今年以来，天水市牢固树立“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

作安排，以“五心”服务推动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等环节全链条发力，持续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尽心”增强法治

供给。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五大法定

程序，严把合法性审查关口，充分发挥政

府法律顾问作用，着力推进涉营商环境行

政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持续深

化《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出台《天水

市招商引资工作考核办法》《天水市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十大专项行动”方案》

《天水市加强出租汽车行业服务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文件，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制度供给，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活力。坚持立改废并举，组织开展涉及不

平等对待企业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相

关政策清理工作，共评估清理市政府规章

2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 55 件，切实做到应

废尽废、应改尽改。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贴心”提升政务

服务。扎实开展“一窗受理、综合服务”，

全市整合设置投资项目审批、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企业开办、办税服务等 11 个综合

窗口，增设“办不成事反映”“帮办代办”和

招商引资咨询服务等 6 个服务专窗。大力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全市梳理企业开

办、企业准营、企业注销、军人退役、灵活

就 业 等 13 类 88 个 集 成 主 题 服 务 事 项 。

905 项“全市通办”事项、48 项“省内通办”

事项、268 项“跨省通办”事项实现异地可

办。实施“全链条”全程网办，全市“一网

通 办 ”率 达 99.99% ，全 程 网 办 率 达

99.7%。全市直接申报类 119 项、备案登

记类 301 项、核准办理类 7 项共计 427 项

税收优惠事项推行“不来即享”机制，确保

政策红利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直达经营

主体。

规范执法司法行为，“用心”维护企业

权益。依法严厉打击涉企违法犯罪，对妨

害企业发展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和侵害

招商引资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实行专案

专办，有效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级检察

院挂牌成立 8 个检联商会工作站，走访联

系商会 9 次，定期收集涉企问题线索并跟

踪办理。完善案件快立、快审、快执工作

机制，落实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类案同判

等措施，加强均衡结案、审限管控，切实提

升涉企案件办理效能。开展“陇原风暴”

2024 专项执行行动，建立执源治理协作

联动机制，多方位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

务，化解涉企执行案件 2465 件，执行到位

金额 20.87 亿元。

整合法律服务资源，“暖心”提供法律

服务。开展“万所联万会”、“服务实体经

济 律企携手同行”、民营企业“法治体检”

等专项行动，组织律师走访民营企业 123

家 ，召 开 座 谈 会 75 场 ，出 具 法 律 意 见 书

300 份，排查法律风险 49 条，发放宣传资

料 2.3 万份。利用“天水麻辣烫”文化旅游

节、“3·15”消费者权益日、法治化营商环

境集中宣传月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送法

进企业、进园区、进商会、进协会等专题普

法 宣 传 活 动 113 场 次 ，促 进 企 业 依 法 决

策、经营、管理和维权。健全多元化涉企

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在福建商会挂牌成立

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市各级各

类人民调解组织化解涉企矛盾纠纷 335

件，切实帮助企业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

权效率。

加强问题线索处置，“诚心”倾听群众

诉求。积极利用报刊、门户网站、微博、微

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集中推广宣传甘肃

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一键举

报”平台公告、问题线索举报渠道、办理流

程等，不断扩大社会影响面和群众知晓

率。坚持精准受理、规范办理、妥善处置，

对举报问题线索办理实施“台账化”管理，

由专人负责编号登记、建立台账，全面加强

办理工作的全流程闭环监督管理。落实全

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一键举

报”平台相关机制，全力推动举报问题线索

“受理、分办、处置、核查、反馈”各环节实现

“无缝衔接”，做到流向清楚、责任明确、办

理规范。截至目前，共受理转办甘肃省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一键举报”平

台转交的投诉举报事项 15件。

天水市：践行“五心”服务 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近日，在厦门大嶝岛上，由中

铁二十二局三公司承建的厦门新

机场片区环嶝路（机场北路—东进

场路）地下综合管廊施工现场，首

节预制管廊顺利吊装入槽，宜居城

市建设加速推进。

该综合管廊采用单舱断面型

式，长度4456米，断面面积11.88平

方米，沿大嶝岛环嶝路段敷设。设

计入廊管线包括电力电缆、通信电

缆、给水管、污水管、再生水管等，将

城市分散的地上地下管线安置在统

一的综合管廊里，实现一站式专人

服务，维护管线也无需“开膛破肚”，

可避免“马路拉链”“空中蜘蛛网”等

现象。

据项目工程师朱栋梁介绍，该

综合管廊紧邻海岸线，施工场地大

部分由吹砂填海形成，在上面打

桩，就像在豆腐上插筷子，不仅容

易产生位移，而且有海水渗入的风

险，施工难度很大。因此，项目技

术团队根据不同地质条件将项目

分为 10 个工区，因地制宜采用“钢

板桩+内支撑支护”和“工法桩+内

支撑支护”方式，解决流沙和渗水

问题；在有填石层的区域，采用钻

孔咬合桩支护；对局部区域埋深较

浅的问题，则采用放坡开挖的方

式，有效解决海岸深基坑施工难

题。

预制拼装技术是综合管廊建

设的趋势之一，该项目采用大量预

制管件进行施工。本次吊装的 A

型标准节，每节长度 3 米，重达 31

吨，每个工区每天最多可连续安装

12节，与现浇施工相比大大节约了

施工时间。此外，该技术还能确保

施工质量平稳可控，管件安装前进

行混凝土回弹试验，可提前排查质

量隐患；安装完毕后，即可进行拼

接缝注浆加压试验。通过掌握以

上安装数据，可为后续工序提供重

要参考。

“作为海岛上的基础设施，地

下管廊受台风影响小，防汛防台的

作用非常显著。”项目负责人介绍

说。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机场片区地下综合管廊系统，为厦

门翔安机场建设、沿线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刘少华）

中铁二十二局三公司承建一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提速

据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张博文）由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自主研发设计的两架“新舟”60 灭火飞机 26

日在西安正式交付应急管理部。

“新舟”60 灭火飞机是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大中型固定翼应急救援飞机，最大载水量 6 吨，

最 大 人 员 运 输 数 量 28 人 ，最 大 货 物 运 输 重 量 3.7

吨。飞机集投水灭火、火情监测、通信指挥、人员运

输、物资运输等多功能于一体，具备快速响应、复杂

地形作业等优势。

飞机总设计师苗志敏介绍，“未来，‘新舟’60 灭

火飞机作为航空应急救援关键力量，将在森林草原

防灭火、人员和物资运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保

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新舟”60 灭火飞机正式交付

近年来，福

州 高 新 区 深 入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展战略，培育

壮 大 一 批 创 新

型 科 技 企 业 。

区 内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超 过 1200 家 ，

在数字技术、光

电、生物医药等

重要赛道，园区

多 项 成 果 处 于

全国前列。

这 是 8 月

27 日拍摄的福

州高新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记者申铖）记者 27 日从财政部了

解到，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印发

通知称，将按照《市内免税店管理

暂行办法》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工

作，促进市内免税店健康有序发

展。通知及办法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这一办法明确，市内免税店的

销售对象为即将于 60 日内搭乘航

空运输工具或国际邮轮出境的旅

客（包括但不限于中国籍旅客）。

市内免税店采取市内提前购买，口

岸离境提货的方式，旅客在市内免

税店购物后，应当在设立于口岸出

境隔离区内的免税商品提货点提

取所购免税商品，并一次性携带出

境。市内免税店主要销售便于携

带的消费品，鼓励市内免税店销售

国货“潮品”，将具有自主品牌、有

助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

色产品纳入经营范围。办法还规

定了市内免税店设立审批、经营主

体确定方式等管理要求。

根据通知，现有北京、上海、青

岛、大连、厦门、三亚等 6 家市内免

税店，自通知施行之日起适用办

法；现有北京、上海、哈尔滨等 13

家外汇商品免税店，自通知施行之

日起 3 个月内转型为市内免税店，

经海关验收合格后开始营业。

五 部 门 完 善 市 内 免 税 店 政 策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袁秋岳

网络文明是伴随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文明

形态，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为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交流交往、创新创造提供了新平台、新空

间，也为推动文明继承和发展、促进文化弘扬与繁荣

提供了新载体、新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重要部署，为“十四

五”时期网络文明建设搭建制度框架。2021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

设的意见》，为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指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

主流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网络生态

治理，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主旋律更加高昂，全

社会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氛围日渐浓厚。

拓展理论武装新阵地——

去年 10 月 14 日，“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

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四川大学

举办，青年榜样与莘莘学子对话青春、共叙成长，在祖

国大地上奏响嘹亮动人的青春之歌。

这堂大思政课是我国拓展网上理论武装阵地、筑

牢思想基础的生动缩影。

围绕重大主题，打造“理上网来”“理响中国”等一

批网上理论宣传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

百姓家”；加大优质内容供给，推出《万山磅礴看主峰》

《牵妈妈的手》等一批新媒体作品，让党的声音成为网

络空间最强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推出“中国有约”“打卡中国”等网络国际传播活动，让

中国声音传得更远、传得更广。

一系列品牌活动创新开展，让正能量澎湃大流

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

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人 民 江 山》《跟 着 总 书 记 学 历 史》《风 雨 落 坡

岭》……2024 年 3 月，2023 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

展播活动结果发布，550个网络正能量作品脱颖而出，引发网民关注好评。

近年来，有关部门发挥网络优势，创新方式方法，以一项项务实举措

积极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开展“何以中国”“网络中国节”“节气里的大美中国”等主题活动，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可感可知；举办“中国人的故事”“中国好网民”等

网络互动引导活动，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典型事迹网上

宣传，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网络文明环境；推进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实现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有机融合……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建设，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

供给，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广大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全社会共建共享网络文明蔚然成风。

营造综合治理新生态——

“过去一年来，中央网信办累计清理拦截违法违规信息5745万余条，处置

账号、群组781万余个，关闭下架网站平台超过4800家，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

好……”2024年 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网络生态治理“成绩单”引人关注。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

是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全面推进网络法治建设，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深化网络举报和辟谣工作，不

断优化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机制，凝聚网络治理强大合力，网络空间生态

环境日益清朗，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清风徐来，文明花开。

8 月 28 日至 29 日，以“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的 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在四川成都举办。这场网络文明领域的盛会，将凝

聚亿万网民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把网络空间打造成为有价值认同、有人

文关怀、有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新华社北京 8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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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 者韩佳诺 申

铖）财政部 26 日公布了 2024 年 1 至

7 月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1 至

7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566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6％ ，扣 除 去 年 同

期 中 小 微 企 业 缓 税 入 库 抬 高 基 数 、

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

等特殊因素影响后，可比增长 1.2％

左右。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 ，受 2022 年 制 造 业 中 小 微 企 业 缓

税入库抬高 2023 年基数、2023 年年

中出台减税降费政策减收等特殊因

素影响，财政收入低位运行；后几个

月，随着宏观政策落地见效，经济回

升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再加上特殊因

素影响逐步消退，将对财政收入增长

形成支撑。

数据显示，1 至 7 月，中央一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59745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6.4％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本 级 收 入

75918 亿元，同比增长 0.6％。全国税

收收入 111240 亿元，同比下降 5.4％；

非 税 收 入 244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

支出方面，1 至 7 月，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支出 21444 亿元，同比增

长 9.3％ ；地 方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34019 亿元，同比增长 1.5％。从主

要支出科目看，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

就业、城乡社区、农林水等领域支出增

长较快。

此外，数据显示，1 至 7 月，全国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3295 亿元，同比

下降 18.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 41228 亿元，同比下降 16.1％。

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566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