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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近日，中央宣
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
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建设性地开
展文艺评论，是什么问题就
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
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鼓
励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
作共识、评价共识、审美共
识。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
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

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
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
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
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
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
艺评论。

意见指出，要开展专业
权威的文艺评论。健全文艺
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
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
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

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不
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的
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意见指出，要加强文艺
评论阵地建设。用好网络新
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
微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
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
评论有效互动。加强文艺评
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基于
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
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
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
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
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
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
意见》，围绕科技成果“评
什么”“谁来评”“怎么评”
“怎么用”完善评价机制，
作出明确工作安排部署。

意见要求，科技成果
评价要坚持质量、绩效、贡
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把
握科研渐进性和成果阶段
性的特点，合理划分政府
和市场在科技成果评价中
的角色定位，科学确定评
价标准，开展多层次差别
化评价。

意见指出，要全面准
确评价科技成果的科学、
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
值，健全完善科技成果分
类评价体系，基础研究成
果以同行评议为主，应用
研究成果以行业用户和社
会评价为主，不涉及军工、
国防等敏感领域的技术开
发和产业化成果，以用户
评价、市场检验和第三方
评价为主。要加快推进国
家科技项目成果评价改
革，按照“四个面向”要求
深入推进科研管理改革试
点，提升科技成果供给质

量。要大力发展科技成果
市场化评价，充分发挥金
融投资在科技成果评价中
的作用，引导规范科技成
果第三方评价。要改革完
善科技成果奖励体系，控
制奖励数量，提升奖励质
量。要坚决破解科技成果
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
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和
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开发信息
化评价工具。要完善科技
成果评价激励和免责机
制，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尽
责担当行动。

意见强调，科技部要
发挥主责作用，牵头做好
科技成果评价改革的组织
实施、统筹指导与监督评
估，教育部、中科院、工程
院、中国科协等相关单位
要积极主动协调配合。行
业、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业本地区成果评价
的指导推动、监督服务工
作。要选择不同类型单位
和地区先行先试，开展有
针对性的科技成果评价改
革试点，及时总结推广典
型经验做法。

新华社电 日前，《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正
式发布。

意见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
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依法忠实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为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进
入新发展阶段，与人民群众
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
比，法律执行和实施仍是亟
须补齐的短板，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够
充分。

意见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一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
职能作用，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服务保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
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积极引
领社会法治意识。坚持总体
国家安全观，积极投入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坚决
防范和依法惩治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
怖活动等犯罪，提高维护国
家安全能力。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实现常治长
效。依法惩治和有效预防网
络犯罪，推动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
空间。

二要全面提升法律监督
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
正。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强化刑事立案、
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监督。
加强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办
案衔接和配合制约。完善刑
事执行和监管执法监督。精
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全面深
化行政检察监督，积极稳妥推
进公益诉讼检察。完善审判
监督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法
律监督效能。

三要加强过硬检察队伍
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
制。旗帜鲜明把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放在首位。着力提升
检察人员专业素养。深化司
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及

时发现和纠正应当立案而不
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长
期“挂案”等违法情形，坚决
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手段插手
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增强
及时发现和纠正刑讯逼供、
非法取证等侦查违法行为的
能力，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
案发生。

四要加强对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工作的组织保障。坚
持和完善党对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监督
制约。加强对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的支持保障。加强
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完善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
制，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
体系。强化内部监督，严格
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等规定。

新华社电 生态文明建
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上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
家强盛、中国美丽。

连日来，新华社“‘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小分
队奔赴多地调研，见证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

下，一个个城市乡村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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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层生动实践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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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发布意见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积极投入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国办印发意见指导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创新科技成果评价工具和模式

中宣部等五部门印发意见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
言人 2日就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出席东亚合作系列
外长会回答记者提问。

发言人说，当前东亚
区域合作总体势头良好，为
地区国家抗击疫情和经济
复苏提供了积极助力。同
时，全球疫情反弹波动，地
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东亚
合作面临更多复杂因素。

发言人指出，中方始

终视东盟为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促进区域一体化的
重要力量，支持东盟共同
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
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
东盟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中方愿以中
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
周年为契机，推动地区国
家继续聚焦合作、共谋发
展、共迎挑战，共同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外交部就王毅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答记者问
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