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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

研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

理论研究的意见》全文如下。

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

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

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中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和 作

用。为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

论研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

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高法治人才培

养质量，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理论研究，提升法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推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和理论支撑。

（二）工作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确保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

研究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法学教育和

法学理论研究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中谋划和推进。坚持立德树人、德法

兼修，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

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

的法治人才。坚持遵循法学学科发展

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分类建设和管

理法学院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

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总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汲取世

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推动法学教育

和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三版）

吸 引 更 多 高 质 量 外 资
金观平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全国

吸收外资 1276.9 亿元，同比增长 14.5%，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当前，招商引资国

际竞争更加激烈，应进一步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

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

阶段，我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

国超大规模市场、产业体系完备等供

需两方面的长期优势凸显，经济增长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等多个国际组织和投资机构纷纷调

升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经济整体逐步

好转，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市场的独

特魅力。

当前，全球供应链调整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特别是国外很多中小企业被

中国优渥的投资环境吸引，不断加快进

入中国市场的步伐。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40.4%，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62.8%，高技术制

造 业 增 长 74.5% ，高 技 术 服 务 业 增 长

59.6%。外资“用脚投票”，充分反映出

对中国努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

放创新生态的认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大力

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持续推进吸收外

资，需要不断为外企投资兴业营造更加

有利大环境。这需要依托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

源要素，不断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

水平。同时，有关工作还需做深做细

做实。

首先是扩大市场准入。通过合理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现代服务

业开放力度，同时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

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各类开发区和保

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已宣

布的外资准入政策应抓紧落地见效。

其次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要落

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

争，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

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

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要积

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经贸协议，并主动对

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

内相关领域改革。

同时，要有针对性做好外资企业服

务工作。加强同外商沟通交流，及时帮

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为外商来华从事贸

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便利，推动外

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要推动经贸

人员常态化走出去招商引资。

中国贸促会最新调查显示，98.2%

的受访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对今年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信心，表示将继

续在华投资，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这

充分表明，中国吸引外资和外商青睐中

国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接下来，应

采取更有力举措，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

引来，共享中国经济红利，为世界经济

复苏作出更大贡献。

锚定数字经济赛道浙江构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优势本报杭州 2 月 26 日讯（记者黄平）今年是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5 周年。浙江省

近日举行专题会议，提出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以浙江发展的“稳”和“进”，加快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再上新台阶。

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

必须坚决扛起的战略使命、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必

须奋力拓展的战略空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

先行探路的战略重点，浙江要争当落实国家战略

使命的“弄潮儿”，以“浙江之为”彰显“中国之进”。

近年来，浙江锚定“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词，以数字长三角为牵引，构筑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新优势。目前，浙江牵头编制出台了

《数字长三角建设方案》。《2021 长三角数字经济

发展报告》显示，浙江在数字化治理、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领域优势突出，其中，消费互联网和工

业互联网领域产业竞争力位居国内第一梯队。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浙江将力争到

2025 年，培育 100 家左右世界级龙头企业和单项

冠军企业，打造 4 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 个

万亿元级产业链、2 个五千亿元级产业链和 5 个千

亿元级产业链。

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5年浙江全

社会研发投入基本实现翻番、战略性新兴产业规

模实现倍增，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断链断供风险点

有三分之一以上可以在长三角地区实现备份。

统计显示，由浙江研发的“浙里办”APP，为长

三角区域的居民初步构建了“一卡通”专区。如

今，三省一市已基本实现人力社保全领域通用，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覆盖长三角全部 41 个城市和近 1 万家医疗机构，超 1300 个文旅场所

支持社保卡通用，140 个政务服务场景在“一网通办”平台上线。

2 月 25 日，一艘 LNG 运输船正靠泊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 1 号泊位。自 2018 年投产以来，该站累计接卸液

化天然气 3000多万吨，外输天然气超 350亿立方米，为京津冀及华北地区能源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 王 军摄（中经视觉）

乡 村 振 兴 全 面 推 进
早春时节，华北平原，冬小麦开始返

青；华南地区，早稻陆续浸种育秧；西南

地区，油菜花开引人驻足；南海之滨，南

繁基地育种正忙。一个个农事场景，汇

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阔画卷。

5年间，全国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并持续巩

固拓展成果，乡村建设纵深推进，农村改革

蹄疾步稳，乡村治理扎实有效，农民享有更

多实惠，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农业发展迈向高质量

一项项投入，让百姓餐桌有了新变

化。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曾衍德说，农

业面源污染治理协同推进，化肥农药施

用量连续 6 年负增长，畜禽粪污、秸秆、农

膜等利用率稳步提升。绿色、有机和地

理标志农产品累计达 6.2 万个，越来越多

的优质农产品摆上百姓餐桌。

餐 桌 的 变 化 ，源 于 供 给 结 构 的 调

整。5 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农产品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供给结构不断

优化，大豆油料种植面积稳中有进，优质

食味稻、强筋弱筋小麦等优质专用农产

品日益丰富。

一粒粒粮食，藏着农业现代化的密

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2.4%，三大

主粮基本实现机械化，智慧农业快速起

步。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70.6%，农业全

产业链建设成效显著，产值超百亿元的

产业集群达 112 个、超 10 亿元的镇达 174

个、超 1 亿元的村达 249 个。

农业现代化，始于经营主体。国家

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支

持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分别达 390 万家、222 万个。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 104.1 万个，服务覆盖面

积 18.7 亿亩次，带动小农户超过 8900 万

户，在广袤田畴大显身手。

瞄准藏粮于技，我国启动了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

目，核心种源和新品种培育、底盘技术等

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种业振兴行动

开局良好，农作物自主培育品种面积占

比 95% 以 上 ，实 现 中 国 粮 主 要 用 中 国

种。其中，自主培育的“华西牛”通过国

家审定，白羽肉鸡自主品种实现突破，核

心种源“卡脖子”问题得到缓解。

瞄准藏粮于地，我国严守 18 亿亩耕

地红线，到 2022 年底累计建成 10 亿亩旱

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实践

表明，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大大改善了农

业基础设施条件，对确保重灾区少减产、

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发挥了重

要作用，“望天收”正向旱涝保收转变。

农民收入增速跑赢城镇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

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可以说，农民增收

既关系民生福祉，也事关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

去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迈上 2 万

元大台阶，实际增长 4.2%，增速分别比国

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高 1.2 个和 2.3 个百分点。其中，脱

贫人口收入增速更是高于全国农民。近

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下降，2022 年

降 至 2.45。 各 地 全 力 做 好“ 土 特 产 ”文

章，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立足“土”，激活乡村资源让增收潜

力释放。山东省临清市老赵庄镇由庄联

合村立足本地农户庭院空间和劳动力实

际，把发展庭院经济与乡村振兴有机结

合，让农家的“方寸之地”变成“增收宝

地”。该镇依托当地花菇产业优势，整合

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建设花菇种植棚并

配备光伏发电板。单个农户仅需 0.5 亩，

即可建设一个花菇种植“微小棚”，原本

普通的农家院变为村民的增收园，庭院

经济开出“致富花”。

体现“特”，兴业态、树品牌让增收动

力充沛。在富民乡村产业发展中，不少

地方从全局的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中找

准了自身定位和机遇，秘诀就是兴业态、

树品牌。洛川苹果、赣南脐橙、定西马铃

薯、苍溪猕猴桃等一批特色品牌不断发

展壮大，多种形式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工

能力提升，农事体验、观光采摘、乡土美

食、民俗文化等新业态成为农民增收新

动力。 （下转第三版）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人民江山（一）

2021 年 6 月 29 日上午，建党百年之际，

北京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迎宾大厅内，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

气象万千，群山逶迤、江河奔涌，千古江山、风

光无限，见证属于人民的高光时刻。

这一刻，星火闪烁，汇聚成炬——“‘七一

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

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习近平总书记

真挚朴素的话语温暖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一刻，人民江山，宗旨昭彰——“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党同志都要坚持人

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

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人民大会堂，“山”字形的建筑平面，人民

江山的生动写照。当年为迎接人民共和国成

立 10 周年，3 万多名建设者参与施工，30 余万

人次参加义务劳动，整个工程 10 个多月就全

部完成。翻身当家做主的人民，用满腔热情

创造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奇迹。

江山，自古就是政权的形象表达，而今有

了新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曾感慨：“秦始皇统一中国

后的二千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

终没有改变。”

要跳出治乱盛衰的历史循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

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治理？”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道出先辈的深思。

1943 年 8 月 8 日，陕北延安，中央党校第

二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要“换

两回朝”，一个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还要换一个朝，就是

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

会主义社会”。

也是在延安，两年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大

首次将“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

神”写进党章。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四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他说道：“中国

共 产 党 是 人 民 的 党 ，是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党 ，

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

的事情办好。”

一程程回望来路，一次次宣示“人民的党”“自家的党”

“老百姓的党”⋯⋯循着掷地有声的话语穿越时光隧道，只

有走过风雨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真正带领人民成为江山的

主人。

江山属于人民，江山冠以人民。

2014 年 9 月 5 日，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

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

定位。”

赢得了民心，就赢得了历史的主动，就

能牢牢掌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二）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013 年 11 月，湘西十八洞村。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黑黢黢的木屋，握住苗族大姐石

拔三的手，脱口而出的“自我介绍”让人心头

一热。总书记同乡亲们在空地上围坐一圈，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摆脱贫困，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

挂。他把对人民最浓的情，化为最重的誓

言、最硬的举措，打响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力度最强的反贫困之战，创造近 1 亿人脱贫

的伟大奇迹。

而今，十八洞村屋舍一新。石拔三家里添

了大彩电，她最爱看有总书记的新闻。从没出

过大山的她，坐飞机飞到北京，看了天安门。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牢牢守好人民江山，是习近平总书记不

渝的初心。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

成长、发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1969 年初，年仅 15 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

梁家河插队，住窑洞、睡土炕、忍虫咬，同乡

亲们一起开荒、种地、放羊、铡草、挑粪、拉

煤⋯⋯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从政初心——“让乡亲

们饱餐一顿肉”。

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早挤

满送行的乡亲。大伙儿看到七年来流血流

汗、再苦再累也“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近平，

第一次“下泪”⋯⋯

临行前，他把母亲缝制的绣有“娘的心”

字样的针线包留给村里伙伴，更把自己的心

留在人民之中。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习近平

在自述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

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

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

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怀 抱 一 颗 赤 诚 初 心 ，一 路 走 来 ，一 心

为民——

在河北正定，骑着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

车，跑遍全县 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在大街

上摆桌子，和老百姓挨身坐，侧耳倾听群众心声。当年的干部

回忆，“县委机关大门总是敞开的，背着粪筐的老农径直进来同

习近平交谈”“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

“平易近人”缘于热爱人民，“勤以为常”只为造福于民。

在福建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制度，带头沉下身到最偏

远、最困难的地方。去寿宁县下党乡调研，没有路就用柴刀

劈开荆棘，渴了就捧溪水喝，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

官”。他说，冯梦龙在这里当过知县，“一个封建朝代的官员

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

挑战困难”。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