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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法治社
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

《纲要》提出，党的十九大把法治社会基
本建成确立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任务艰巨。

扫码看全文

坚持党对法治社会建设
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全社
会力量，扎实有序推进法治

社会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
全面贯彻本纲要精神和要
求 ，结 合 实 际 制 定 落 实 举

措。中央依法治国办要抓好
督促落实，确保纲要各项任
务措施落到实处。

新华社电 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毅7日在京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董事会代表团举行视频交流。

王毅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
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当口。习近平
主席在向拜登当选总统发去的贺
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
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
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
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方对下
阶段中美关系的主张和期许，也
希望能成为美国各界越来越多有
识之士的共同认知。

王毅就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端正战略认知。美方一
些人固守陈旧的冷战思维和意识

形态偏见，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
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把中国视
为对手甚至敌人，攻击中国人民
选择的制度和道路，对中国进行
全方位遏制，甚至鼓吹搞“脱钩”
和“新冷战”，这是犯了历史性、方
向性和战略性错误。期待并相信
美国的对华政策迟早也应回归客
观和理性。

二是加强沟通对话。中美应
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
以拿到桌面上来谈。中方的对话
大门随时敞开，双方可以梳理形
成对话、合作、管控分歧三份清
单，为从整体上厘清、维护和发展
中美关系提供更清晰的脉络。

三是拓展互利合作。面临疫
情蔓延、经济衰退等重大全球性
挑战，中美两国应该同舟共济，展
现责任与担当。中美完全可以在
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应对气
候变化等方面找到合作切入点。

四是管控矛盾分歧。双方存
在分歧和不同看法很自然，关键
是要相互尊重。尊重彼此的历史
文化传承，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尊重彼此人民作出
的制度和道路选择。对于一时解
决不了的问题，要本着建设性态
度加以管控，避免激化升级影响
中美关系大局。

五是改善民意氛围。双方应
当支持鼓励两国立法机构、地方、
工商界、智库、院校、媒体、青年之
间加强友好交往，加深相互了解，
厚植两国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

与会美方代表表示，美国工
商界支持美中双方加强对话，重
建双边互信，推动两国关系重回
正轨，期待在中国新发展格局中
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未来美新政
府采取积极举措，使美中关系能
够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美中贸委
会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

加强法制保护，加快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总体目标
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

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
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

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
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
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
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
基础。

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
《纲要》指出，要推动全社会

增强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威，增
强全民法治观念，健全普法责任
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
要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

完善教育、劳动就业、收入分配、
社会保障等领域和退役军人、妇
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正
当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促进社
会规范建设，加强道德规范建设，

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教育和治理，依法惩处公德失范
的违法行为。大力倡导科学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增强公民公共卫生安
全和疫病防治意识，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

加强权利保护
要加强权利保护，健全公

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机制，保
障行政执法中当事人合法权
益，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为群
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

务。引导社会主体履行法定义
务承担社会责任。制定与人民
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
的经济社会政策和出台重大改
革措施，要充分体现公平正义

和社会责任，畅通公众参与重
大公共决策的渠道，采取多种
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切实
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要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完善

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多层次多
领域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
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增强社会安全感，完善平安中国建
设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依法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发展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

者等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加
强对贫困人口、精神障碍患者、留
守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的人文关
怀、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服务。

健全执法司法机关与社会心理服
务机构的工作衔接，加强对执法
司法所涉人群的心理疏导。推进
“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零犯罪
零受害社区（村）”创建，强化预防
青少年犯罪工作的基层基础。

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通过

立改废释并举等方式，推动现有
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
研究制定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
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制定
完善对网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

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法推
荐、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
范管理办法。研究制定个人信息
保护法。健全互联网技术、商业
模式、大数据等创新成果的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制定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完善跨境电
商制度，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经营
者行为。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电
子商务、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
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加强组织保障

王毅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举行视频交流

中美要做到三个尊重争取重启对话

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宣布对中方统战部官员实
施签证限制并终止 5个中美文化
交流项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
日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蓬
佩奥之流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恶毒

攻击以及美方对中美人文交流活
动的进一步限制。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指出，美国一些反华势力顽固坚
持冷战思维，妄图挑动中美意识
形态对立，进一步破坏中美关

系。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中美两国
人民的根本利益，违背历史发展
潮流，注定是枉费心机。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华春莹说。

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 7日
发布数据，今年前 11个月，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9.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呈现
持续向好、加速增长态势。

1至9月，我国外贸累计增
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同比增
长 0.7％；1至 10月，外贸增速
提高到 1.1％；进入 11月，增幅
继续扩大。

数据显示，11月当月，我
国外贸进出口 3.09万亿元，增
长 7.8％。其中，出口 1.8万亿
元，增长14.9％；进口1.29万亿
元，下降0.8％。出口保持较快

增长为外贸总体“提速”提供了
动力。

前11个月整体看，我国出口
16.13万亿元，增长 3.7％；进口
12.91万亿元，下降0.5％；贸易顺
差3.22万亿元，增加24.6％。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保持
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
11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4.24万亿元，增长 6.7％，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 14.6％。同期，
我国与欧盟、美国、日本的贸易
额分别为 4.05万亿元、3.65万
亿元、2 万亿元，分别增长
4.7％、6.9％、1.4％。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
院负责人 7日在全国检察机关
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上表
示，对未成年人、农民工、贫困
群众等民事主体应通过诉讼维
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要加大支
持起诉力度，体现司法温度。

将于明年 1月 1日施行的
民法典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贯穿始终，许多条款涉及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检察机关
将落实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保
护的新要求，创新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将于明年 6月 1日起施行。最
高检负责人指出，民法典、未
成年人保护法都对未成年人
权益遭受侵害司法救济作出
具体规定。检察机关要积极、
有效履职，特别是支持遭受性
侵害的未成年人依法行使损
害赔偿请求权。检察机关要
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
式积极开展法律监督，推动治
理利用网络、手机应用程序非
法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问题。

我国外贸增速三连正

最高检：加大支持未成年人农民工等群体
诉讼维权力度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方对中美人文交流的进一步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