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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2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
计划，通过《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
条例（草案）》和《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今年为加大金融对实体经
济支持，特别是帮助小微企业渡过
难关，有关部门出台了两项直达货
币政策工具：即对地方法人银行实
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
还本付息予以一定激励，并对地方
法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提供优惠资金支持。政策实
施取得显著效果，惠及小微企业
310多万户，对缓解企业资金压
力、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发挥了
积极作用。当前经济运行逐步恢
复正常，但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
临的特殊困难仍需加以帮扶。为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
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
性，做好政策接续和合理调整，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
会议确定，一是明年一季度要继续
落实好原定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此基础上适
当延长政策期限，做到按市场化原
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
商确定。对办理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且期限不少于 6个月的地方法
人银行，继续按贷款本金 1％给予
激励。二是将普惠小微企业信用
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由今年底
适当延长。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

人银行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继续按贷款本金 40％给予优
惠资金支持。实施好和适当延长
上述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
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
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会议强调，要用法治的办法加
强重点领域监管，防范和化解风
险，保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通过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草
案）》，规定省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
责，明确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在市场
主体登记、互联网管理、广告和资
金监测等方面完善防范机制，规定
了调查处置中强制措施，强化监管
问责。草案对非法集资的行政、刑
事责任和资金清退、非法集资参与
人应承担的后果等作了严格规
定。草案还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金
融机构等要加强对防范非法集资
的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对非法
集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会议指出，医疗器械事关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实
行最严格的监管。会议通过《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强化企业、研制机构对医疗器械安
全性有效性的责任，明确审批、备
案程序，充实监管手段，增设产品
唯一标识追溯、延伸检查等监管措
施，加大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对涉
及质量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大幅
提高罚款数额，对严重违法单位及
责任人采取吊销许可证、实行行业
和市场禁入等严厉处罚，涉及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延续小微企业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会近日
通过包含涉华消极内容的有关法
案，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2日表
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
不得签署或实施有关法案中针对
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

条款。
汪文斌指出，西藏、台湾、香港

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国会通过
包含涉华消极内容法案

在餐桌上讲排场、比阔
气……近年来，餐饮浪费问题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2日，反
食品浪费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为治理“舌尖上的浪费”
建章立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表示，
制定反食品浪费法，将近年来我
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上升为法律规定，明确各相关主
体的责任，有利于建立长效机
制，发挥法律的引领和规范作
用，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
常食品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

食品浪费的标准怎么认定？

袁杰介绍，反食品浪费法
草案以餐饮环节为切入点，聚
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
促节约、严管控。

草案明确，食品浪费，是指
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物
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利用。那
么，一些商家以“最大蛋糕”“最
大火锅”为噱头开展的商业营
销活动，以及用食物作为原材
料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等，是
否属于食品浪费？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
融与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

蕊表示，此处规定的立法本意，
是保障食品的价值与效用充分
发挥，减少在食品生产、加工、
流通以及消费等各个环节、各
个领域的不必要损耗。“但是，
还应考虑到食品除具有食用、
饮用功能，还可以作为艺术表
达、创作的载体等。我认为，只
要不是最终‘丢弃’，就不应纳
入‘浪费’的范畴。”她说。

这些点菜“套路”可能不灵了

菜单上不提示菜量规格，
问服务员也含糊其词；点的菜
超量了，商家也不提醒甚至故
意误导消费者……针对这些餐
饮服务提供者的“套路”，草案
明确了相应措施。

比如，在醒目位置张贴或
者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或者由
服务人员提示说明，引导消费
者按需适量点餐；提供小份餐
等不同规格选择等。

草案规定，餐饮服务提供
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
成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
者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食品、餐饮
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
定、实施反食品浪费等相关团体

标准和行业自律规范。

点餐浪费或将收取
厨余垃圾处理费

点了一桌菜，剩了一大半，
结果全倒掉？这种情况以后要
注意了。反食品浪费法草案规
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
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
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

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是一
种抑制消费者浪费现象的手
段，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定量收
取还是定额收取、是否需要划
分阶梯额度等问题，还需要进
一步细化。

李蕊建议，消费端的食物浪
费问题，可遵循分步骤审慎推进
原则。初期更宜采用激励性措
施，例如规定餐饮服务者可以对
实现“光盘”的消费者予以适当
奖励等；下一步则要改革垃圾处
理收费计量标准，从“定额制”垃
圾处理转向“从量制”垃圾处理，
让垃圾制造者为自己的垃圾“买
单”；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考虑逐
渐推进餐饮等公共领域的餐厨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在立法层面，需要明确界
定厨余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条
件、标准等，注意保障消费者权
益。”李蕊说。

■聚焦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今后“下馆子”要注意

反食品浪费要立法了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三
审稿22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针对社会普遍关注
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三
审稿进一步完善法定最低刑事
责任年龄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今
年 10月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十

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
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
任。据悉，有的常委会组成人
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本款
规定限于致人死亡的情形，对
使用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的，也应追究刑

事责任。
对此，草案三审稿作出调

整，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
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据新华社

刑法修正案草案再次调整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

新华社电 12月 22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
约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扬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我很高兴今年
再次同本扬总书记同志通电话。
在老挝党中央和本扬总书记同志
坚强领导下，老挝政治社会稳定，
经济持续发展，民生显著改善。
近年来，我和本扬总书记同志积
极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开
启了中老关系新时代。我们高度
重视扶贫工作，使扶贫合作成为
中老关系一大亮点。双方携手开

展抗疫、抗洪斗争，共同反对将疫
情政治化、借疫情搞污名化，生动
诠释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命
运共同体精神。本扬总书记同志
为发展中老友好倾注了大量心
血，我也同本扬总书记同志结下
密切工作关系和深厚友谊。

习近平说，明年中国共产党
将迎来建党 100周年，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老挝党将举行十一大，步入
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新阶
段。我们愿同老方一道，为新时
代两党两国关系开新局、谱新

篇。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
支持。双方应密切高层交往，深
化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不
断完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
两党交往格局。双方要深化发展
战略对接，以中国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正式签署为契机，稳步推
进中老经济走廊和中老铁路建
设，拓展文教、青年、旅游等领域
合作，并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的协调，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
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

民。预祝老挝党十一大明年成功
召开。

本扬表示，十分高兴在两党两
国都处在重要关键时期同习近平
总书记通电话。当前老政治经
济、对外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老挝党和政府正全力筹备将于明
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一大和第九届
国会会议。老方衷心感谢中国
党、政府和人民在老方发生疫情
时及时向老方提供宝贵支持和帮
助，诚挚祝贺中方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下取得抗
击疫情和脱贫攻坚等方面的重大

胜利。老方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届
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坚信中方
将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明年是老中建交 60
周年，老方愿同中方继续落实好
两党最高领导人签署的老中命运
共同体行动计划，加强治党治国
理政经验互学互鉴，保持各层级
交流往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框架下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
护国际和地区和平发展，促进老
中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通电话

稳步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和中老铁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