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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罗
宇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
得重要进展和成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
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
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
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要按照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部署，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
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 100 周年时形成
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
保障。

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24日至25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从全局和
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和基本要
求，为做好党内法规工作提供了重要遵
循。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
中央部署，要牢牢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的正确方向，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切
实体现党的意志主张，体现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强化“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
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推动党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
政的实际效能。要突出工作重点，坚
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抓紧
建立和完善主干性、支撑性党内法规
制度，健全相关配套法规制度，统筹
推进立改废释工作，加快形成内容科
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
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以改革创新
精神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解决
突出问题、补齐法规制度短板上下功
夫，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要抓好
党内法规制度的落实，发挥领导干部
带头示范作用，加强监督检查和追责
问责，注重以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提
升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影响力。中央各
部门和地方各级党委要强化政治责任
和领导责任，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总体安排，与党建其他工

作一同部署、抓好落实，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刘奇葆、赵乐际、赵洪祝出席会
议，栗战书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并讲话。

会上，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
部、北京、浙江、福建、湖北、深圳等
部门和地方有关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分管党内法规工作的负责同志、党委办
公厅负责法规工作的有关同志，各副省
级城市党委分管党内法规工作的负责同
志，中央有关部委分管法规工作的负责
同志及相关同志，党中央批准设立的有
关单位党组 （党委） 负责同志，中央办
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
公厅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习近平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刘云山出席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
传导正确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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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以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各方面工作呈现向上向好
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要看到，与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
求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有的法规和政策
价值导向不鲜明，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
保障不够有力； （下转第三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本报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商
务部部长高虎城。

记者：在国内国外复杂严峻形势下，
2016年商务发展有哪些突出亮点？

高虎城：今年以来，全国商务系统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一带
一路”建设为顶层设计，商务领域各项工
作稳中有进，成效显著，可圈可点，交出了
一份漂亮答卷。

一是流通促进消费稳增长，流通成本
逐步下降。前 3 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

7.7万亿元，与GDP的比率为14.5%，比上
年同期下降 0.7 个百分点。消费稳增长
作用增强。前 11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3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4%。前 3
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1%，
比上年同期提高 13.3 个百分点，为新世
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二是进出口实现回稳向好。回稳
表现为降幅收窄。一季度进出口下降
7.2% ，二 季 度 下 降 0.2% ，三 季 度 增 长
1.1%，走势逐季回稳。前 11 个月进出
口下降 1.2%，降幅收窄 6.6 个百分点。

向好表现为结构优化。前 11 个月，大
型成套设备出口增长超过 5%；民营企
业出口占比 46.1%，提高 1.4 个百分点；
等等。

三是双向投资进入新阶段。吸引
外资提质增效。预计全年实际吸收外
资 （不含金融领域） 约 7850 亿元人民
币 （折合 1260 亿美元），比去年略增
37 亿 元 ， 连 续 25 年 居 发 展 中 国 家 首
位。前 11 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增长 8%，占比 70.1%，提高 2.6 个百分
点 ； 西 部 地 区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增 长

23.7% ， 占 比 7.3% ， 提 高 1.2 个 百 分
点。预计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12 万亿元。

记者：今年我国商务部门开展工作的
主要着力点有哪些？

高虎城：一年来，我们下大力气抓
了四方面工作。一是积极推进内贸流
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内贸流通
信息化集约化标准化水平，降低流通
成本，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瞄准
新需求增加新供给，营造安全便利消
费环境。 （下转第三版）

商务工作稳中有进见成效
——访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这是近日拍摄的国
网舟山供电公司浙江舟
山东极岛联网工程海缆
敷设现场。

旅游胜地东极岛是
目前浙江省唯一没有与
系统电网联网的乡镇。
为从根本上解决电源难
题，国网舟山供电公司
启动东极岛至长涂岛
35 千伏联网输变电工
程建设。目前，110 千
伏长涂变电站、35 千伏
东极变电站已完成电气
安装等工作，东极岛即
将告别柴油发电机组，
实现全天候安全可靠
用电。

王文波摄

停放在北京S1线石门营车辆段的北京S1线首列磁浮
列车（12 月 25 日摄）。北京市中低速磁浮交通示范线（S1
线）首列磁浮列车日前进京到达S1线石门营车辆段，之后
将会启动列车调试，预计将在2017年实现载客运行。S1线
是北京市首条磁浮线，西起门头沟区的石门营站，东至石
景山区的苹果园站。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北京首列磁浮列车将调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记者孙铁翔） 日前，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召开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
会第五十二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明年 3 月 3 日在
北京召开。《决定》草案将提请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记者陈菲 杨维汉）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5 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
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于2017
年3月5日召开。

决定建议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议程是：听
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16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审查和批准 201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7 年中央
预算，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审议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草案，听取和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
将 于 明 年 3 月 5 日 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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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3日
召开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今年以来，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全方位推进，在服务国内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担当等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让国人自豪、令各方敬佩的重要成果，
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大
旗，统筹国内国际大势，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
发展战略对接，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纽带，夯实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根基。

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年来，中国主
要国家领导人开展全方位外交，足迹遍布各大洲，向世界
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力维护了我国发展的
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体系变局中全面提升了我国的地
位影响和制度性权利。 （详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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