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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
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
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的修订和实
施，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
体系、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把高校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

抓，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
导，健全高校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
系和工作机制，推动高校党的建设与
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以高质
量的党建引领推动高校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
习宣传和贯彻《条例》，使高校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师生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深入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
握《条例》内容，严格遵守和执行《条
例》规定。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党组

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
《条例》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各地区
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
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分十章，共39条，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将于 4月 26日
至29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 22日举行记者会，发言人
臧铁伟介绍本次常委会会议拟审议
的法律案相关情况，回应社会公众
关心的热点问题。

2020年 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反食品浪
费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臧铁伟说，草案初次审议后，在
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
137人提出的 239条意见，另外收到
群众来信 2封。意见主要集中在对
完善食品浪费的定义、强化餐饮服务
提供者等各类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
任、广泛开展反食品浪费宣传教育、
明确牵头部门和执法主体等方面。

即将举行的常委会会议将审议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审稿，臧铁伟介

绍，二审稿完善食品浪费的定义，明
确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有
关执法主体，进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用
餐管理，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他同时表示，二审稿完善对造
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
垃圾相应费用的规定，增强可操作
性，保护消费者权益。将强化反食
品浪费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食品
捐赠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外事委就美“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发表谈话
用心险恶，损人害己
新华社电 4月22日，针对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审议
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言人
尤文泽表示，该法案充斥冷战
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肆意
曲解、诬蔑抹黑中国发展战
略和内外政策，粗暴干涉中
国内政，用心险恶，损人害
己，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台湾问题事
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法
案相关涉台条款严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向“台独”势力发出
严重错误信号。一个中国原
则是中国的红线，我们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
来。涉疆、涉港问题纯属中国
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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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22日晚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给人类生
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全球
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
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
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二是坚持绿色发展。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摒弃损害甚
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
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
法。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
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三是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
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要按
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
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
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要探索保
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
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
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
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是坚持多边主义。要坚持以
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
以有效行动为导向，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的目标和原则。中方欢迎美方重返
多边气候治理进程，期待同包括美
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
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

六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
和关切。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
心和行动，同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生态文明
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中方宣
布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基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中方付
出艰苦努力。中国正在制定碳达峰
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
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率先达峰。中国将严控煤
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
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习近平指出，作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
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
境治理体系。中方将在今年10月承
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中方通过
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中方还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

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持续造福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带给人
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
的。我坚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
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
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与会领导人表示，气候变化是国际
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全球合
力应对。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进一步加
大减排力度，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清
洁能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大增长
空间，实现绿色、更可持续发展，保护好
人类共同的星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造福子孙后代。支持昆明《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
要更加关注脆弱国家和群体，发达国家
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
持，帮助他们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