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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2020年 12月
30日，正是岁末年初、辞旧
迎新之际，中南海里依然政
务繁忙。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
即将跨越 2020年的重要时
间节点，全面总结回顾全面
深化改革这场历时 7年多的

伟大变革。
“我们 7年多来的全面

深化改革成就，都在这里了，
沉甸甸的！”举起手中 2万余
字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
告，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
容易却艰辛。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号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
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提出到 2020年在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
性成果的目标任务。

7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领导指挥下，党中央
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

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推动许多领
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
重塑、整体性重构，全面深化
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七载奋斗，九万里风鹏
正举；

百年追梦，快马加鞭未
下鞍！

又是春潮拍岸时。当年

一笔一画勾勒的改革蓝图，
已化作大潮涌动、千帆竞发，
云卷云舒、峰峦莽苍的壮美
画卷。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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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考试排
名、分数、升学率，这些曾
套着中小学校的“紧箍
咒”，如今要“松一松”了。
教育部18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教育部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义务教育质量
评价指南》，要求加快建立
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县域、学校、学
生三个层面。县域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主要包括价值
导向、组织领导、教学条
件、教师队伍、均衡发展
等；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主
要包括办学方向、课程教
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
学生发展等；学生发展质

量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品德
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
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
实践等。

为扭转唯分数、唯升
学的不良倾向，评价指南
提出具体要求。针对县域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要求
不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
不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
校、校长和教师，不举办重
点学校，不公布、不炒作中
高考状元、升学率等。针
对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明
确提出要严控考试的次
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
名，实行均衡编班，不分重
点班、快慢班等。

“这些都是硬性要
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

司长朱东斌说，在学生的
发展质量评价中，首先是
从德智体美劳五方面进行
全面综合的评价。即使是
学生的学业发展评价，也
不局限于学业水平，而是
更加突出学生的学习习
惯、创新精神，为学生综合
素质和终身发展奠基。

对于教育教学中存在
的一些其他问题，评价指
南也作出了设计。比如，
针对教师负担重问题，提
出严格控制面向学校的各
类审批、检查验收、创建评
比等活动，规范各类“进校
园”活动。针对教师职业
倦怠、积极性不高问题，提
出“完善校内教师激励体
系”等。

六部门联合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

扭转唯分数唯升学不良倾向

新华社电 3月18日，针
对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全国人
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宣布
更新对包括14名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在内的中方有
关官员实施制裁，全国人大常
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强调美
方以香港事务为借口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十分蛮横、
恶劣，中国全国人大表示坚决
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指出，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特
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是特别行
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选
举制度是中央事权。近年来
特别是 2019年“修例风波”
以来，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
遭到严重冲击，“一国两制”
受到严重挑战。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
的职权，从宪制层面对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
出决定，既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不容置疑的权力，也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
的责任。

发言人表示，此次修改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目的是消除制度机制方
面存在的隐患和风险，为全
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
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
涉。中国全国人大将一如既
往履行法定职责，坚定不移
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维护宪法和基本法
确定的香港宪制秩序，为打
击“港独”势力、确保爱国者
治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提供法律保障。

新华社电 水利部统计
显示，截至3月18日，全国耕
地受旱面积 111万亩，47万
村民因旱发生饮水困难，个
别城镇正常供水受到影
响。水利部部署旱灾防御，
已派出 2个工作组赴云南、
四川，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抗
旱工作。

目前，旱情主要集中在
云南、广东、广西、山西等省
（自治区）。据气象预测，3
月至 5月，江南、华南、西南

等地降水偏少，南方部分地
区旱情可能再度反弹。

据水利部统计，由于发
生秋冬连旱，今年 2月初旱
情高峰期时，全国耕地受旱
面积 751万亩，31万农村居
民因旱发生饮水困难，部分
城镇正常供水受到影响。2
月份以来，南方旱情有所缓
解，浙江、福建、湖南、江西等
省旱情基本解除，但部分地
区由于降雨量较小，旱情仍
然持续。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

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美对我有关官员实施制裁

水利部：南方部分地区旱情可能再度反弹

新华社电 财政部 18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2
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41805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20458亿元，同比
增长18.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21347亿元，
同比增长 18.7％。全国税
收收入37064亿元，同比增
长 18.9％；非税收入 4741
亿元，同比增长16.8％。

“前2个月财政收入增
长较快，主要是受经济持续
稳定恢复和去年同期收入
基数较低影响。整体来看，

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
运行更趋稳健。”中国社科
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
究室主任何代欣说。

从主要税收收入来
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
19.9％；国内消费税同比增
长10.1％；企业所得税同比
增长13.2％；个人所得税同
比增长 3.1％；进口货物增
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
26.9％ ；关 税 同 比 增 长
23.2％。

支出方面，前 2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7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其中，中央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支出 3832亿
元，同比下降 10.2％；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901
亿元，同比增长13.6％。

分科目看，科学技术
支出同比增长27.6％；教育
支出同比增长16.2％；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10.5％；卫生健康支出同比
增长13.2％。

“创新、民生等重点领
域支出增长较快，得到了
较好保障；中央本级支出
同比下降，体现了政府过
紧日子的要求。这些都彰
显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
效、更可持续。”何代欣说。

同比增长18.7％

前2个月全国财政收入超4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