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9日，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
加开会议，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这份广受关注的报告，反映着当前各
地贯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现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就在2个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围绕中央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策部署，把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作为今年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展开了一次全
面深入的“法律巡视”，以法律的武器治理污染，用法治的力量保卫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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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科威特埃米
尔萨巴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
致决定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
为新时期中科关系注入新动力、
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欢迎萨巴赫第 7次访
华，赞赏萨巴赫为中科关系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

科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建交
47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平
等相待，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不断延伸，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好处。当今世界正处在
变革调整的关键期，中方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以合
作深化共同利益，以融合促进世
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把科威特

作为在海湾方向共建“一带一
路”和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合作
伙伴。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坚
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中方将
一如既往支持科方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科威特是最
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双方要加强
发展战略对接，争取实现合作项
目早期收获。要扩大在能源、基
础设施、金融、贸易、投资等领
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安
全和反恐合作。中方愿同科方
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中国同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关系
稳步向前发展，共同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多

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还
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威
特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
堂为萨巴赫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
曹建明、王毅、辜胜阻等参加。

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会谈 双方一致决定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
中方把科威特作为在海湾方向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关注人大常委会

报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法，深入实施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报告介绍，今年5月至6月，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分为
4个小组分别赴河南、内蒙古、山
西、陕西、山东、河北、安徽、江苏
等8个省区开展执法检查工作，检
查组深入到26个地市，共召开29
次座谈会，听取了地方政府和有
关部门的汇报，实地查看了107
个单位和项目。同时，委托其他

23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开展
自查，实现了执法检查全覆盖。

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
年下降22.7％；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降
39.6％、34.3％、27.7％，珠三角
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
连续三年达标。全国空气质量
总体改善，重点区域明显好转，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明显提升。

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意

识明显增强。中央财政加大资
金投入，5年累计安排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 528亿元。各相
关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发力，出
台20余项价格、财税、金融等经
济政策，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顺利开展。企业治污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依法参与和监督污染治理的
积极性明显提高。

执法检查报告介绍了大气
污染防治法实施的总体情况、
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对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有
关意见和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开会议
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

擎起法律巡视利剑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新华社电 9 日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报告指出，依法推进大
气污染治理工作力度不断加
大，但我国结构性污染问题较
为突出。

执法检查报告针对各地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建议。报告建议大力调整产
业、能源、运输和用地等结构，

强化大气污染源头控制。
机动车污染和油品质量
监管不到位

报告提出，重点领域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执行不够有力，
其中机动车污染和油品质量监
管不到位。
个别地方环境质量监测
弄虚作假

报告透露，山西省临汾市
出现大气环境质量造假窝案，

2017年 4月至 2018年 4月，6个
国控站点被人为干扰上百次，
监测数据严重失真。

报告提出，环境监测制度
落实有差距。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三条要求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负责建设与管理大气环境
质量监测网。但一些东中部区
县和西部大气污染严重城市监
控点少、监控网布局不合理。个
别地方环境质量监测弄虚作假。

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9日应询介绍缓解中美贸
易摩擦影响有关政策考虑。

有记者问：中方如何缓解
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
的影响？

答：对于美方 7月 6日加
征关税措施，中方不得不做出
必要反击。中方在研究对美
征税反制产品清单过程中，已
充分考虑了进口产品的替代
性，以及对于贸易投资的整体
影响。同时，我们将研究采取
以下措施：

（1）持续评估各类企业所
受影响。

（2）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

收收入，将主要用于缓解企业
及员工受到的影响。

（3）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
构，增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
豆、豆粕等农产品以及水产
品、汽车的进口。

（4）加快落实国务院 6月
15日发布的有关积极有效利
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意见，强化企业合法权益
保护，营造更好投资环境。

我们的政策组合还在不
断完善之中，也欢迎社会各
界给我们提供意见建议。如
有个别影响较为严重的企
业，建议向当地有关政府部
门反映。

商务部：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
将主要用于缓解企业及员工受到的影响

新华社电 记者9日从生态
环境部获悉，截至7月7日，第一
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6
个督察组对河北、内蒙古、黑龙
江、江苏、江西、河南、广东、广西、
云南、宁夏等10省区全部完成督
察进驻工作。各地已经问责
4305人。

5月30日至6月7日，督察
组陆续对 10省区实施督察进
驻。进驻期间，督察组共计与
140名领导干部进行个别谈
话，其中省级领导 51人，部门

和地市主要领导 89人；对 120
个地（市、盟）开展下沉督察。

督察组高度重视群众环
境诉求，截至 7月 7日，共受理
有效举报 38165件，合并重复
举报后向地方转办37090件。

据介绍，针对督察发现
的“表面整改”“假装整改”
“敷衍整改”等问题，督察组
经梳理后陆续公开 50 余个
典型案例，引起社会强烈反
响，发挥了督察震慑、警示和
教育作用。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工作结束
10省区已问责4305人

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
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
衡发展的意见》。

《意见》从四个方面提出
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
发展的政策举措。

一是优化进口结构促进
生产消费升级。支持关系民
生的产品进口，适应消费升级
和供给提质需要，支持与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
医药和康复、养老护理等设备
进口。

二是优化国际市场布
局。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充分发挥多双边经贸合作
机制的作用，将“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
来源地。

三是积极发挥多渠道促
进作用。办好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四是改善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条件。大力培育进口促
进平台，培育形成一批示范带
动作用突出的国家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进口
通关流程，提高进口贸易便利
化水平。降低进口环节制度
性成本，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
收费。

国办转发意见
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报告建议，大力推进散煤
治理，以保障北方地区冬季清
洁取暖为重点，因地制宜、多措

并举，稳步推进“煤改气”“煤改
电”工作，到 2020年采暖季前，
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基

本完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
渭平原的平原地区生活和冬季
取暖散煤替代。

2020年采暖季前 基本完成京津冀散煤替代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

我国结构性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