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NEWS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统筹：胡田野 美编：高磊 校对：陈希A02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
明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用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
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更好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发生全面、
深刻、根本性的变化，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
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党、国

家、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面貌焕
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围绕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表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丰富和
发展了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我们做好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强
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同志关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
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明实践、文
明培育、文明创建，提高全社会文
明程度、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
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
丰润道德滋养、良好文化条件，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分 10个专题，共计
512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
11月17日至2022年6月8日期间的
报告、讲话、说明、演讲、谈话、贺信、
指示、批示等240篇重要文献。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012年以来我国各类出国
留学人员超过八成回国发展

新华社电 2012年以来，我国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超过八成完
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2020至
2021学年，我国在册国际学生来
自 195个国家和地区，学历生占比
达 76%，比 2012年提高 35%。这
些数据反映新时代中国教育以更
加开放自信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
舞台。

教育部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国际合
作与交流有关情况。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
长刘锦介绍，我国与 159个国家和
地区合作举办了孔子学院（孔子课
堂），与 5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
历学位互认协议。10年来，深入实
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加强
同共建国家教育领域互联互通，建
设了23个鲁班工坊，启动了海外中
国学校建设试点。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规律

商务部：RCEP生效
实施红利日益凸显

新华社电 20日在新疆乌鲁木
齐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与陆海新通道论坛上，商务
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
文表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与RCEP
其他14个成员国贸易额达8.32万亿
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5%，RCEP
生效实施红利日益凸显。

王受文认为，在 RCEP 推动
下，东亚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水平显著提升，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经济复苏信心不断增强，
“RCEP更好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巩固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

问：这次修订《规定》的总体考
虑有哪些？

答：修订过程中，总体上把握
以下几点：一是聚焦突出问题。推
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难点是解
决能下问题，主要是怎样把那些存
在一定问题、但还不到严重违纪违
法程度的干部调整下来。这次修
订重点围绕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
干部，细化完善具体情形、调整程
序、调整方式等。二是加大推进力
度。在适用范围上，将国有企事业
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增列
为参照执行范围；在具体情形上，
严格干部管理标准，体现严的主基
调。三是强化责任担当。明确党
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的
责任，建立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
部纪实报备制度。四是注重衔接
协调。作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的专门规定，注意把握与问责条
例、纪律处分条例、组织处理规定
等相关法规制度的关系，努力形成
制度合力。

问：这次修订主要有哪些变化？
答：这次修订新增六条内容，

整合、删除七条，涉及干部下的渠
道、适用范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
主要情形、分析研判、核实认定、调
整程序、调整方式、工作责任等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第一，整合下的渠道。重点围
绕解决能下问题，对此前规定的到
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健
康原因、问责、党纪政务处分等渠

道进行整合，突出了对不适宜担任
现职干部的组织调整。现有党内
法规制度已有明确规定的，留下制
度接口，不重复规定。

第二，充实完善不适宜担任现
职的主要情形。坚持对干部高标
准严要求，重点针对近年来从严管
理干部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从政治
表现、理想信念、斗争精神、政绩
观、执行组织纪律、担当作为、能力
素质、工作作风、道德品行等方面，
完善了不适宜担任现职的 15种具
体情形。

第三，优化核实认定和调整程
序。《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方面
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的组织实
施、日常管理责任，强调要把功夫
下在平时，深化对干部的日常了
解，定期分析研判考核考察、巡视
巡察、审计、统计等情况，准确识别
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

第四，增加调整安排方式。根
据新修订的公务员法等制度规定，
对此前规定的“调离岗位”、“改任
非领导职务”的表述作了修改，增
加了“提前退休”调整安排方式，明
确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可办理提
前退休。为破解职数制约瓶颈，对
调整安排时有关超职数报批和消
化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问：这次修订对党委（党组）及
其组织（人事）部门有哪些新要求？

答：新修订的《规定》对党委
（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提出
了一系列新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准确把握政策界限。推

进干部能上能下，不是为下而下，
目的是激励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忠诚履职、担当尽责。

第二，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坚
持抓早抓小，当干部出现苗头性、
倾向性或者轻微问题时，要及时予
以提醒、谈话、函询、批评教育、责
令检查或者诫勉，帮助干部认识问
题、认真改正，防止小毛病演变成
大问题。

第三，实现常态化推进。新修
订的《规定》明确提出，要推进能上
能下常态化。干部的上与下是一
个有机整体，要加强工作统筹、职
数统筹，强化全周期管理，把推进
能上能下与日常干部选拔任用、管
理监督、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确保工作平稳有序。

第四，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新
修订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党委
（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
负责人和有关领导成员的责任。

问：对抓好新修订的《规定》贯
彻落实有什么考虑？

答：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
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把贯彻执行
《规定》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
略方针的重要任务来抓，充分发挥
制度的规范、引导、激励、约束作
用。一是加强学习培训。二是细
化配套政策。三是加强跟踪问
效。四是建立纪实报备制度。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中组部就修订颁布《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答记者问

新华社电 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
定》。《规定》公开发布之际，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规定》修订和贯彻实施等
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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