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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交
通强国的宏伟目标。全国交通运输工作
会议 25日召开，会议围绕交通强国战略
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我国交通运输发展
的目标和大事。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交通强
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先行领域和战略支撑。交通强国一
是要自身强，综合实力世界领先；二是要
强国家，有效支撑民富国强。

李小鹏说，未来三年，将重点聚焦交
通精准扶贫脱贫、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联网
提升、运输服务升级、推进绿色发展、强化
安全发展五大方面。

未来三年，交通运输发展将为老百姓
带来哪些新变化？李小鹏说，要进一步加
大对贫困地区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建设的
倾斜支持，到 2020年实现贫困地区国家
高速公路主线基本贯通，具备条件的县城
通二级及以上公路；加快推进通村畅乡的

“幸福小康路”建设，确保到 2019年底实
现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创
新农村客运运营组织模式，实现具备条件
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比例达到 100％；
继续推进“交通运输＋”特色产业扶贫，继
续支持贫困地区约 1.2万公里资源路、旅
游路、产业路改造建设；完善“十纵十横”
综合运输大通道布局，实施重点通道连通
工程和延伸工程。2020年实现综合交通
网总里程约达到540万公里的目标。

为确保党务公开的严肃性、规范
性、时效性，《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务公
开的程序和方式。

在程序设置上，《条例》要求，党务
公开要经过“提出－审核－审批－实
施”4个程序。

在具体的公开方式上，依据《条
例》要求，要根据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
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在党内公开的，采取召开会议、
制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

等方式；
向社会公开的，采取发布公报、召开

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
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
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
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

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及党的有关工
作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党委新闻发言
人制度，逐步建立例行发布制度；

同时还明确，有条件的党的组织
可以建立统一的党务信息公开平台。

执法检查报告：坚决避免
实名登记事项过滥问题

新华社电 此间正在举行的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网
络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
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报
告建议，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
方式，坚决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实名
登记事项过滥问题。各地区各单位对某
一事项实施实名登记制度，应当有明确
的法律依据。改进实名信息采集方式，
减少实名信息采集的内容。

拟立法规定人民陪审员
参审案件数量上限

新华社电 一些法院固定指派少数
人民陪审员长期参加陪审，形成“编外法
官”“驻庭陪审员”。针对此，正在举行的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的人民陪审员法草案规定人民法院应当
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每名人民
陪审员年度参与审判案件的数量上限，并
向社会公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介
绍，设立参审案件数上限，是为了有效防止
“驻庭陪审员”“编外法官”的出现。草案还
规定人民陪审员任期为五年，任期届满
后职务自动免除，一般不得连任。

医药代表从业新规征求意见：
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

新华社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医药
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
提出，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
不得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
数量，不得直接销售实物药品，不得收款
和处理购销票据，不得进行商业贿赂。

意见稿提出，医药代表不得误导医生
使用药品，不得夸大或误导疗效，不得隐
匿药品不良反应。根据意见稿，医药代表
的姓名、性别、照片、身份证号等信息需在
登记备案平台备案。医药代表登记备案
平台由食药监总局指定。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获批复
2035年上海人口
将控制在2500万

新华社电 中国政府网25日公布的
《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
复》显示，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将
控制在2500万左右，建设用地总规模不
超过3200平方公里。

《批复》要求，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卓越的
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在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方面，《批复》
要求上海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在塑造城
市特色风貌方面，《批复》提出，上海要强
化对历史城区风貌格局的整体保护，加
强对中共一大会址等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外滩近代建筑保护区等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的保护。

推进党务公开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

新华社电 12月25日，一份彰显中国共产党自觉与自信、气魄与决心的法规重磅出炉。
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全文公布，这是党的十九大后发布的首部条例，也是党

务公开领域的首部基础主干法规。
《条例》对党务公开的定义和原则、内容和范围、程序和方式等根本性问题都作出明确规定，搭建起新时代党

务公开工作的“四梁八柱”，标志着党务公开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建设交通强国要干啥“大事”？

党务公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
坚持的一贯原则，是发扬党内民主
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探
索和不断完善党务公开制度。

党务公开其实离公众并不
遥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
央正风反腐的步伐，一只只“老
虎”的落马消息，一件件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和数据的发
布，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备受
关注，这就是党务公开工作的一
个缩影。中央组织部也每年发布
“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公
开最新的党员党组织数量、结构
组成等数据。

除了将职责范围内一些事项进
行重点公开，中央有关部门还主动
掀开“神秘的面纱”，自信亮相于
世。如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中联
部等都曾向驻华使节、境外媒体、社
会公众开放。党的十九大期间，还
首次推出“党代表通道”。

什么是党务公开？此次《条例》
对“党务公开”的概念进行了首次权
威界定。

《条例》明确，党务公开“是指
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
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
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

同时，这一定义也将党务公开
的“公开”，分为党内公开和向党外
公开两个层面。

——公开什么？
《条例》对党务公开的普遍性内容

作出规定，包括四类情况：
党的组织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情况
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党

的建设情况
党的组织职能、机构等情况
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

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的事项外，
一般应当公开。

——谁来公开？
党务公开可以分为三类主体，即
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党的工作机关、党委派出机关、党

委直属事业单位、党组等。
《条例》对各级各类主体的公开内

容，都分别作出规定：
党的中央组织公开党的理论和路

线方针政策，管党治党、治国理政重大
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党中央重要会议、活动
和重要人事任免等情况；

党的地方组织公开本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部署安排等重大决策和推进落实，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情况；

党的基层组织公开执行“三会一
课”制度、换届选举、发展党员、民主评
议、党费收缴使用管理等情况；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公开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党员领导干部
立案审查、组织审查和处分等情况；

党的工作机关、党委派出机关、党
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组结合实际确定
公开内容。

三类主体基本涵盖了党的各级
各类组织，实现党务公开全覆盖、无
死角。

——向谁公开？
《条例》中明确了党务公开的 4种

范围：
向社会公开；在全党公开；在本地

区、本部门、本单位公开；对特定党的
组织、党员和群众公开。

为何公开党务

党务公开
其实离公众并不遥远

何为党务公开

首先是党内的事
又不仅是党内的事

公开什么、谁来公开、向谁公开

“分门别类、量体裁衣”

怎么公开

设定四道程序 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公开什么？谁来公开？向谁公开？《条例》对党务公开的内容、主体和范围
都进行了明确规定。

■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