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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八次会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３０
日在长春举行.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金振

吉,副主任车秀兰、王绍俭、张

焕秋、贺东平,秘书长常晓春

及委员共５３人出席会议.省

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

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

构和办事机构负责人,各市、

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扩权强

县试点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

副省长李悦,省监察委员会负

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

徐家 新,省 人 民 检 察 院 负 责

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有公民旁听本次会议.

１１月２９日下午,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

开联组会议,结合听取和审议

省政府关于全省科技创新工

作情况的报告对全省科技创

新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三届人

大二次会议的决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

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调整

问题的决定»«吉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全

省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时间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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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了«吉林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草案)»«吉林

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

例(草案)»«吉林省艾滋病防

治条例(草案)»«吉林省河湖

长制条例(草案)»«吉林省农

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草案)».

会议批准了«四平市城市

绿化条例»«白山市市政设施

管理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修改‹前郭尔罗斯蒙

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

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会议审议了省政府关于

吉林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

况中期评估 报 告、关 于 ２０１７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关于吉林省政府债务管理情

况的报告、关于全省科技创新

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

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

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决

议»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区域自治法»和«吉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

报告;审议了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

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

报告、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

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

告、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

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

果的报告、省人大人事代表选

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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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省

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

告(书面)、省检察院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

了省法院关于«对‹关于全省

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

报告›的 审 议 意 见 的 交 办 意

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省检察院关于«对‹关于

全省检察机关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

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

告(书面)、省公安厅关于«对

‹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推进以审

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的报告(书面)、省司法厅关于

«对‹关于全省司法行政机关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审议

了省政府关于中央环保督查

反馈意见整改和省级环保督

察情 况 的 报 告(书 面)、关 于

«对‹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大气

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执法

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

意见»研 究 处 理 情 况 的 报 告

(书面).

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

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决定了人事任免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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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二、审议«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三、审议«吉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草案)»
四、审议«吉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
五、审议«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草案)»
六、审议«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草案)»
七、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

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
八、审议«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草案)»
九、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

案»并作出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十、审议«四平市城市绿化条例»
十一、审议«白山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十二、审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前郭

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十四、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

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十五、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十六、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十七、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对全省科技创新工作

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十八、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

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

决议»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九、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

告

二十、审议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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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

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二十三、审议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二十四、审议省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
二十五、审议省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
二十六、审议省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
二十七、审议省法院关于«对‹关于全省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二十八、审议省检察院关于«对‹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二十九、审议省公安厅关于«对‹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三十、审议省司法厅关于«对‹关于全省司法行政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书面)
三十一、审议省政府关于«对‹全省宗教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三十二、审议省政府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和省级环保督察情况的

报告(书面)
三十三、审议省政府关于«对‹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

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三十四、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三十五、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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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吉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１月下旬在长春召开,会期５天.建议会议的

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吉林省２０１８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吉林省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９年预算;听取和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

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

于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决定吉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决定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事项.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１２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

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已由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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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有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吉林省机构改

革方案»确定的原则,平稳有序调整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确保有关机

关依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推进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现就我省机

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由组

建后的有关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有关机关承担的,在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尚未修

改之前,调整适用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有关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有

关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的有关机关继续承担.
市(州)及以下有关机关承担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职责需要进行调整的,按照上

述原则执行.
二、地方性法规规定上级有关机关对下级有关机关负有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

的,上级有关机关职责已调整到位、下级有关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的,由«吉林

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上级有关机关履行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
三、实施«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或者需要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关决定的,提案单位应当及时提出议案,依照法定

程序提请审议.
四、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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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
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常晓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吉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机构改

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

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

«决定»)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作出«决定»的必要性

«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已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并正在实施.在实施

过程中,随着有关机关职责的调整,需
要修改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经初步

梳理研究,主要情况有:一是,有的机

关名称进行了调整,与现行法规的表

述不一致;二是,有的机关职责进行了

调整,并且管理体制也有较大变动;三
是,有的机关名称、职责进行了调整,
但相关职责划分、工作机制等尚不明

确.按照«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实施

安排,全省机构改革任务在２０１９年３
月完成,鉴于机构改革涉及的法规数

量多,内容多,情况复杂,法规修改工

作难以在短时间完成.
为平稳有序调整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有关机关职责,避免因地方性法规

尚未修改而影响改革进程和相关法规

执行,根据«‹吉林省机构改革方案›的

实施意见»的安排,由省人大常委会对

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

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出决定,在有关

法规未修改之前,及时明确由新组建

机关或划入职责的机关承担相应职

责,有效解决机构改革过渡期间相关

法规执行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

可行的,有利于明确机构设立重组、职
责调整和管理执法工作的合法性,确
保机构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国家机构改革后,全国人大常委

会于４月２７日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

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

题的决定».参照此做法,常委会法工

委起草了«决定»草案,１１月９日,经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同意,决定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二、关于«决定»草案的内容

«决定»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机构改革过程中的有关

机关职责.在机构改革方案中,确定

由组建后的有关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

有关机关承担的职责,在有关法规规

定尚未修改之前,草案规定由组建后

的有关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有关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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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有些相关职责在尚未调整到位

之前,由原有关机关依法继续承担相

关职责.
二是明确机构改革过程中的管理

监督指导等职责.有的法规规定了上

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负有管

理监督指导等职责,在机构改革过程

中,如上级机关职责已完成调整、下级

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的,草案规定

由新的上级机关履行管理监督指导等

职责.
三是实施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

或者修改法规的,要及时启动相关程

序.草案规定:实施«吉林省机构改革

方案»需要制定、修改法规,或者需要

由省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的,提
案单位应当及时提出议案,依照法定

程序提请审议.
«决定»草案和以上说明,请予审

议.

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
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

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１１月２８日,常委会分组审议了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有关 机 关 职 责 调 整 问 题 的 决 定 (草
案)».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根据机

构改革需要,在有关法规未修改之前,
及时明确由新组建机关或划入职责的

机关承担相应职责,有效解决机构改

革过渡期间相关法规执行问题,是十

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常委会组成

人员同意这个决定草案,没有提出修

改意见.１１月２９日,法制委员会召开

会议,对该决定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
并向主任会议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

同意,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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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１３号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经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

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第八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现决

定对以下地方性法规进行废止和修改:
一、废止部分

废止«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吉林省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条例»«吉林

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等３部地方性法规.
二、修改部分

(一)对«吉林省档案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赠送、交

换、出卖.档案复制件需要赠送、交换、出卖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属于国

家所有的档案及其复制件,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携带、运输、邮寄出境.
需要携带、运输、邮寄出境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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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海关凭批准文件查验放行.”
２．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各级各类档案馆对利用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实行无偿服务.”
３．将第三十四条第四项修改为:“(四)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４．将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

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中的“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修改为“档案主管部门”.
５．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档案工

作的监督管理”.
６．将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二)对«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作出修改:
１．删去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处理设施的,应当事先报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２．将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四十条、第
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

十八条、第五十条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３．将第五条第二款“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渔业)、卫生、建设、交

通、农业、牧业、国土资源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有关水污

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修改为“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渔业)、卫
生健康、住建、交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

责,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４．将第二十八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５．将第四十一条“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渔业)、卫生、建设、交通、

农业、牧业、国土资源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相关专业水污染事件防范应

急预案,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修改为“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渔
业)、卫生健康、住建、交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相

关专业水污染事件防范应急预案,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６．将第四十九条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主管部门”.
(三)对«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四条修改为:“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是保护区的主管部门.
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局)隶属于

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具体负责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
(三)组织或者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和生态环境监测,建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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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资料信息档案;
(四)设立保护区区界标志;
(五)审核办理入区手续,负责对入区人员的管理和指导;
(六)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２．删去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３．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禁止任何人进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

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局

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保护区管理局报送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
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

予以妥善安置.”
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禁止在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

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局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保护区

管理局批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保护区管理局.”
５．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外国人进入保护区,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局提

交活动计划,并经保护区管理局批准.
进入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有关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未经批准,

不得在保护区内从事采集标本等活动.”
６．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

产设施.
在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设的项目,不得损害保护区内的环境质量;已造

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决定由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作出,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

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７．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

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移动和破坏保护区界限标志、宣传标牌和各种设施.”
８．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

位和个人,由保护区管理局责令其改正,并视其情节处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保护区界标的;
(二)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或者在保护区内不服从保护区管理局管理的;
(三)经批准在保护区的缓冲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的单位

和个人,不向保护区管理局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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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在保护区内进行

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的以外,由保护区管理局没收其违

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

破坏的,可处三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１０．将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１１．将第七条、第八条中的“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省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
１２．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
(四)对«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三条第三款修改为:“各级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
２．删去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五

项、第四十二条.
３．将第十四条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应当执行国家的民用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
４．将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５．将第九条中的“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

门”.
６．将第三十五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五)对«吉林省燃气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十四条修改为:“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由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燃气管

理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２．将第四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中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燃气

管理部门”.
３．将第七条中的“建设行政等有关部门”修改为“燃气管理等有关部门”.
４．将第三十六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六)对«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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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繁殖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科学研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２．将第四条修改为:“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工作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护养结合、统

一规划的原则.保护区的总体规划由保护区管理机构会同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制

定,由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

施.
经批准的保护区总体规划不得擅自更改,确需更改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同

意.”
３．将第五条中“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４．将第六条修改为:“保护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统一管理保护区;
(三)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织环境监测,保护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
(四)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
(五)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
(六)在不影响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参

观、旅游等活动.”
５．将第八条修改为:“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核心区、缓冲区、

实验区的范围由保护局会同当地县人民政府划分或调整,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报
国务院批准.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及保护区周边,应设立界线标志.”
６．将第九条修改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

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局提交申请和活

动计划,经保护局报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
７．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禁止在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

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局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保护局批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保护局.”
８．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实验区可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

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应当服从保护局管理.
在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

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建

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造成

损害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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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实验区居民,在遵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关规定和不破坏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固定生产生活活动范围内修筑必要的种植、养殖和生活用

房设施的,应当在修筑设施前向保护局报告,并接受指导和监督.”
９．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外国人进入保护区,应当事先向保护局提交活动

计划,并经保护局批准.
进入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有关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未经批准,

不得在保护区内从事采集标本等活动.”
１０．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保护区内严禁下列活动:
(一)狩猎、捕捞、毒害、伤害野生动物、捡拾和收售鸟卵、破坏动物巢穴;
(二)开垦、开矿、采石、挖沙;
(三)取土、采挖泥炭;
(四)砍伐、放牧、烧荒、采药、采挖野生植物;
(五)私建、滥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六)破坏界线标志和各种设施;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１１．删去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１２．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在保护区内开展旅游活动,必须坚持

旅游服从保护的原则.
保护区内不准兴建宾馆、饭店、疗养院、度假村等旅游设施.确需兴建的旅游

景点服务设施,必须符合保护区总体规划,经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查,报国务

院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１３．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保护局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

猎物、猎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的,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物、
猎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非法开垦、开矿、采石、挖沙的,依据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处罚.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非法取土、采挖泥炭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处以取土每立方米七十元至二百

元的罚款、采挖泥炭每立方米五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并可以查封或者扣押取土、
采挖泥炭设备,有非法所得的,同时没收其非法所得.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非法放牧、烧荒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对砍伐林木、采药、采挖植物的,没收树木、植物和非法所得,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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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物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五项规定,私建、滥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责令

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并按照破坏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一百元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破坏界线标志和各种设施的,责令其

赔偿损失,视其情节,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保护区进行狩猎、捕捞、毒害、伤害野生动物、捡拾和

收售鸟卵、破坏动物巢穴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给予处罚的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或者保护局没

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

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三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１４．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吉林波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１５．将第二十五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七)对«吉林省全民健身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二条修改为:“本省行政区域内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服务,全民健身

设施的建设、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２．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体育主管部门应当举办以推动

全民健身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每年组织开展有季节特点和本地特色的全

民健身系列活动.”
３．将第四十二条、第五十条中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主管部

门”.
４．将第五十二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八)对«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１．将第十条修改为:“经营性收费开具的发票,由税务部门监制和管理;行政

性、事业性收费票据,由财政部门监制和管理.国家和省规定使用的专用票据除

外.对于应当收税的事业性收费项目,财政部门应当向税务部门提供收税依据,
具体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税务部门制定.凡经批准的收费,应对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收费单位应向各级价格、财政部门报送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情况和其

收支状况年度报告.”
２．将第十一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乱收费.被收取的单位或个人

有权拒付.
(一)超越规定权限,擅自增加收费项目的;
(二)未按规定的权限批准,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不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收费的;
(四)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和不执行减免费政策的;
(五)履行职责过程中没有法定依据设置不合理条件,增加经营者、消费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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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将职责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的;
(六)借助权力或垄断地位、优势地位强制服务、指定服务或购买商品,强制收

费、搭车收费、强买强卖的;
(七)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的;
(八)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强制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并收

取会费;强制参加不必要的会议、培训、展览、学术研讨、考核评比、出国考察等付

费活动;强行拉广告、赞助捐助的;
(九)利用职权将应承担的费用转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
(十)利用电子政务平台收费的;
(十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属于乱收费的其他情形.”
３．将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的“物

价”修改为“价格”.
４．将第五条中的“物价管理部门”修改为“价格主管部门”.
５．将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七条中的“物价部门”修改为“价格主管部

门”.
６．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的“非法”修改为“违法”.
７．将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８．将第二十七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９．将第二十九条中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九)对«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作出修改:
１．将第十六条修改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

除的,必须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经批准拆除的国家投资

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在一年之内,由拆除单位按原工程标准补建,或者按现

行人民防空工程造价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补偿建设同等标准人民防空工程所需

的费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补建.”
２．将第二十一条中的“电信部门”修改为“通信主管部门”.
３．将第二十一条中的“广播、电视部门”修改为“广播电视部门”.
４．将第二十九条中的“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修改为“文化

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
５．将第三十五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此外,对上述修改的地方性法规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档案条例»«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吉林伊通火山群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吉
—７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林省燃气管理条例»«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吉林省全民健身条

例»«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吉林省档案条例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８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吉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８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

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有
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与档案有关的国家机构、社会

组织和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档案是指过

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

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

术、教育、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

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

文字、图表、数据、声像等不同形式的

历史记录.
第四条　国家机构、武装力量、政

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

有依法利用档案的权利和保护档案的

义务.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国家捐

献档案和资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

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
据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确定必要的

人员编制,统筹安排各级综合档案馆

保管、保护、整理档案所需的经费.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档案

主管部门对于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以及向国家捐献重要、珍贵档案

和资料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档案工作机构和人员

第七条　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档案工作的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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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县以上其他部门和单位的档案工

作机构,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档

案主管部门做好档案工作,并接受同

级档案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

道办事处应当指定人员负责管理本单

位的档案,并对所属的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单位的档案工作实

行指导和监督.
第八条　各地、各部门和各单位,

可以根据需要,分别设立综合档案馆、
专业档案馆和单位内部档案机构.

综合档案馆按照行政区域设置,
负责收集和永久保管多种门类的档

案,并依法供社会利用.
专业档案馆按照专业需要设置,

负责收集和保管本专业的档案,并依

法供社会利用.
单位内部档案机构根据单位工作

需要设置,负责管理本单位的档案.
第九条　综合档案馆的设立、变

更和撤销,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专业

档案馆的设立、变更和撤销,由本专业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同级档案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其中设立省级专业档案馆,应
当向国家档案局备案;单位内部档案

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撤销,应当向有关

档案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或者备案.
第十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忠于

职守,遵纪守法,具备履行职责所需要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一条　国家规定应当归档的

文件材料(包括文字、照片、录音录像

带以及电子文件等),由单位文书部门

或者业务部门收集齐全,整理立卷,在
国家和省规定的期限内移交单位档案

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
国家规定不归档的文件材料,不

予归档.
应当归档的文件材料,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拒绝归档或者据为己有.
第十二条　综合档案馆应当将反

映本行政区域重大的政治、军事、经

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宗教等活

动的档案,作为重点收集和保管的档

案.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的

档案主管部门,档案主管部门应当指

导和监督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整理

档案:
(一)行政区划发生变动的;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

立、变更和撤销机构的;
(三)列入县以上重点建设项目

(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

造项目以及普查项目的;
(四)举办或者承办在县级以上行

政区域内具有重大影响活动的;
(五)国有企业产权发生变动的;
(六)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其他重大

事件的;
(七)发现重要、珍贵档案和资料

的.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的重点建设

项目(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

造项目在竣工验收或者进行成果鉴定

时,应当由项目主管部门通知并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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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主管部门对档案进行验收.
其他重要的建设项目(工程)、科

学技术研究项目、技术改造项目验收

时,应当由本单位档案机构对项目(工
程)档案进行验收.

第十五条　各单位必须按照下列

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和档案目

录以及与档案有关的资料:
(一)列入省综合档案馆接收范围

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２０年的,在３
年内向省综合档案馆移交完毕;

(二)列入市(州)综合档案馆接收

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 １０ 年

的,在２年内向市(州)综合档案馆移

交完毕;
(三)列入县(市、区)综合档案馆

接收范围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满５
年的,在１年内向县(市、区)综合档案

馆移交完毕;
(四)列入专业档案馆接收范围的

档案,按照有关专业档案接收年限的

规定,向专业档案馆移交.
因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者延长档

案移交期限的,应当经同级档案主管

部门同意.
第十六条　综合档案馆接收档案

的范围,由同级档案主管部门确定.
专业档案馆接收档案的范围,由

专业主管部门制定,经同级档案主管

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
第十七条　各级综合档案馆应当

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档案馆库.
禁止在危房和不安全的环境中保

管档案.
第十八条　综合档案馆、专业档

案馆和单位内部档案机构,应当建立

科学的管理制度,便于对档案的利用;
配备必要的设施,确保档案的安全;采
用先进技术,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第十九条　因保管条件恶劣,可
能导致档案损毁的,档案主管部门可

以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列入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

案,经同级档案主管部门检查同意,可
以由有关档案馆提前接收进馆;

(二)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

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

案,县级以上档案主管部门有权代为

保管、收购或者征购,档案所有者应当

支持和配合.
第二十条　因灾害造成档案损毁

的,应及时处理,并向有关档案主管部

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综合档案馆、专业

档案馆和单位内部档案机构对失去保

存价值的档案应当进行鉴定,列出销

毁清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销毁.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保

密档案的管理.保密档案的利用、密
级的变更和解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

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赠送、交换、
出卖.档案复制件需要赠送、交换、出
卖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及其复制

件,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携

带、运输、邮寄出境.需要携带、运输、
邮寄出境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当地

档案主管部门申报,并经省以上档案

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海关凭批准文件

查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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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进行资产转让时,按照国家规定处置

档案.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与公布

第二十五条　综合档案馆和专业

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会

开放档案,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例.
第二十六条　单位和公民持有介

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
可以利用综合档案馆和专业档案馆已

经开放的档案.利用综合档案馆和专

业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和单位档案机

构保管的档案,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限

制利用范围的规定,并经档案保管单

位同意,必要时应当报上级主管部门

批准.
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已经开放的

档案,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档案缩微品和其他

复制形式的档案,载有档案收藏单位

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印章标记的,
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

第二十八条　向档案馆移交、损
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

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其档案中不

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

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九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对

利用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实行无偿服务.
第三十条　省综合档案馆应当建

立全省性的档案资料目录中心,为利

用者提供检索服务.专业档案馆和市

(州)、县(市、区)综合档案馆以及单位

内部档案机构应当向省综合档案馆报

送档案资料目录.
全省应当逐步建立综合档案馆、

专业档案馆和单位内部档案机构相互

联通的档案信息网络.
第三十一条　综合档案馆和专业

档案馆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

录.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

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

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

人无权公布.
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

档案的所有者有权公布,但必须遵守

国家的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安全

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

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　公布档案可以采取

下列形式:
(一)通过报纸、刊物、图书以及其

他合法出版物刊登档案原文;
(二)通过广播、电视播放档案原

文;
(三)出版发行档案史料汇编及公

开出售档案复制件;
(四)陈列、展览档案或者其复制

件;
(五)散发、张贴档案复制件;
(六)在公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传播

档案原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以上档案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不按规定集中管理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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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国家规定开放的档案拒绝

开放的;
(三)不按规定擅自扩大档案限制

利用范围的;
(四)不按规定范围和时限接收档

案进馆的;
(五)项目(工程)未经档案验收或

者档案验收不合格的.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以上档案主管部门、有关主管

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

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四)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国家所有

的档案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擅自将档

案出卖、赠送给外国人的;
(六)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

交档案的;
(七)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

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

成档案损失的.
第三十五条　在利用档案馆的档

案中,有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

第三项行为的,由县以上档案主管部

门给 予 警 告,并 可 以 处 ５００ 元 以 上

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

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有本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四项、第五项行为的,由县以上档

案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属于单位的,可以并

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属
于个人的,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对于被非法出卖、赠送

的国家所有的档案及其复制件,予以

没收;对于被非法出卖、赠送的属于集

体所有、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

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经
档案主管部门批准,有关档案馆可以

依法予以征购.
第三十七条　携带、运输、邮寄禁

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
由海关等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于拒绝、阻碍档

案行政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

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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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９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治松花江流域水

污染,保护和改善水质,保障生活、生
产用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松花江流域的江河、湖泊、水

库、渠道等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

染防治.
本条例所称松花江流域(以下简

称流域)包括本省区域内松花江、第二

松花江、嫩江的干流和支流所流经的

区域,以及被确定为属于本流域的闭

流区.
第三条　流域内实行水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省、市
(州、长白山管委会)人民政府应当将

饮用水水源地、重点河段的水质目标、
总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和跨市、县行

政区域交界处河流断面水质状况纳入

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对下级人民

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进行年度和任期

考核,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松花江流域水环

境质量状况公报.
第五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

内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利

(渔业)、卫生健康、住建、交通、农业农

村、自然资源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有关水污染防

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

过国家或者省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流域水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

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对举报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在水污染防治工

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监督管理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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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会同水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

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污

染防治规划,编制松花江流域水污染

防治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

务院备案.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国家和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流域

水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制定本行政区

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并将该规划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

年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
第九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依据城乡规划和水污染防治

规划,组织编制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规划.
第十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依据国家

和省的有关规定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批准.未经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

不得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

设.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

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水污染防治

设施应当经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验

收,经验收不合格的,该建设项目不得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十二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

商户,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

水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

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
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

的有关技术资料.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排放

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

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登记;其水污染

物处理设施应当保持正常使用.
第十三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

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

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

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

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办

法和实施步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要

求排放水污染物.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

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

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国务院的规定削减和控制本行政区域

的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将重点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

到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市、县人民政

府根据本行政区域重点水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确定排污单位

的总量控制指标.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

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实施总量削减

和控制的重点水污染物.
第十五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超过

重点水污染物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地

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

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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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的,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权作

出限期治理决定.被限期治理的排污

单位,应当按照决定完成治理任务,并
及时报请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验收.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

定设置排污口.排污口处必须设立明

显标志,标明排污单位名称、排污种

类、应执行的排放标准及监管部门举

报电话.
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将污染物

稀释等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

物.
第十七条　流域内的重点排污单

位必须按照规定配备污水计量装置和

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装置.水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控装置应当与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排污单位要加强日常维护和管

理,确保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装置

正常运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改动、闲置或者拆除水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控装置.
第十八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必须建立健

全监测制度,完善监测网络,建立水质

监测预警、应急系统,提高监测、应急、
分析和信息处理传输能力.

第十九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将

排污单位的排污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
当按照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

排污费征收标准缴纳排污费.
应当征收排污费而未征收或者少

征收的,上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上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有权直接征收.

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划和规定,会
同有关部门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二条　流域有关市、县人

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

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

标志.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

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

关闭.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

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

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

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

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

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源.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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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改建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

第二十五条　饮用水水源受到污

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责

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采取停止或者减

少排放水污染物等措施.

第四章　预防和治理

第二十六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严
格限制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淘汰高

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减少向

水体排放污染物.鼓励再生水开发利

用,鼓励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减少工业

污水、废水排放.
第二十七条　流域内禁止生产并

限制销售和使用含磷的洗涤剂,具体

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八条　流域内省所辖各市

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上游县的主要

镇,城镇污水排放系统应当与雨水排

放系统分开设置.城镇污水应当进行

集中处理.其他城镇根据城镇规模和

经济状况等条件,逐步进行污水排放

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规划有

计划地组织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并加强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运营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流域内的城镇污水

管网应当与新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已

建成的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

在限期内配套建设与其设计处理能力

相当的污水管网.
第三十条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

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排污口,安
装自动监控装置.排放的污染物应当

符合国家或者省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
向湖泊、水库等封闭水体排污的

污水处理厂,应当配套建设除磷、脱氮

设施.
第三十一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的出水水质达到国家或者省规定

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可以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免缴排污费.
第三十二条　勘探、采矿、开采地

下水和兴建地下工程,必须采取防护

性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排污单位应当加强对生产过程的

管理,禁止排污单位使用无防渗措施

的沟渠、坑塘、塌陷区输送或者存贮含

有毒污染物或者病原体的废水和其他

废弃物.
第三十三条　禁止在流域沿江滩

涂、岸坡、自然湿地堆放、倾倒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等.
第三十四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所辖区域内的严

重污染河段及湖泊、水库进行清淤和

治理.
第三十五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建造生态保护带、
生态隔离带等保护措施,维护流域生

态安全.
第三十六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环境实施综合整

治,积极推进流域内乡村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农村改水、改厕进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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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第三十七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部门应当

组织推广农业生物科学技术,禁止使

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广使用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指导科学施肥,减
少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十八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所辖

区域内划定畜禽禁养区.
在畜禽禁养区内禁止设立畜禽养

殖场和养殖小区.对划定前已存在的

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由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逐步关闭或

者搬迁.因关闭或者搬迁造成的财产

损失,由作出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给

予适当补偿.
第三十九条　流域内从事畜禽养

殖活动,应当建设与其养殖活动相适

应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贮存设施、场所,
并采取防渗漏、防溢流、防恶臭等措

施,防止养殖废弃物污染环境.
禁止向水体排放超过国家或者省

规定的排污标准的畜禽养殖污水.禁

止向水体倾倒畜禽粪便、丢弃畜禽尸

体及其他畜禽养殖废弃物.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畜禽养殖场

和养殖小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排污口.
第四十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

定流域水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　流域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水利(渔业)、卫生健康、住

建、交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有关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相关专业水污

染事件防范应急预案,并报同级人民

政府备案.
第四十二条　流域内矿业和石油

化工、造纸、医药、食品加工等排污单

位,应当制定水污染事故防范应急预

案,并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并应按照

预案要求,建立车间、厂内、厂外三级

防控体系,储备事故防范应急物资.
第四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

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水环境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

采取应急措施,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到

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

告,并抄送其他有关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水污染防治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

行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

规定,应当由市、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建设,并处以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

以下罚款.
应当由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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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由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建设,并处以１０万元以上

２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

条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由市、县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审批的,其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

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处５
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国

家或者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审批的,其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

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处２０
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

条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处５万元以

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拆除的,
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
处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私设

暗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提

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

顿.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省规定的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并处超标排

污期间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限期治理期间,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

产整治.限期治理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一年;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七条规定,生产含磷洗涤剂的,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五十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

者其他依照本条例规定行使监督管理

权的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撤职处分;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

单位不依法责令限期治理或者不按照

规定责令停产、关闭的;
(二)对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而未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未经批准,擅自批准该项目建设或者

擅自为其办理征地、施工、注册登记、
营业执照、生产(使用)许可证的;

(三)不按照规定核发排污许可证

及其他环境保护许可证,或者不按照

规定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文件的;
(四)违法批准减缴、免缴、缓缴排

污费的;
(五)不按照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

序,对环境保护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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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８年８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７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条　为加强对吉林伊通火山

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

区)的保护和管理,保护自然遗迹和火

山地质景观,发挥其在科研、科普、教
学和旅游方面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结合保护区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保护区是指

经国务院批准的、为保护十六座火山

锥体而划定的特定区域.包括伊通满

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西尖山、东尖

山、团山、大孤山、东小山、小孤山、南
尖山、馒头山、莫里青山、马鞍山、横小

山;伊通满族自治县与公主岭市交界

处的北尖山和伊通满族自治县与长春

市南关区交界处的横头山;四平市二

龙山水库内的万宝山、南蔡山、北蔡

山.

保护区以每座火山锥体划分核心

区、缓冲区,其范围和界线按国务院和

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确定.
第三条　凡进入保护区内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是保护区的主管部门.
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局)隶
属于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具体负

责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工作.其主要职

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

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

度;
(三)组织或者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和生态环境监测,
建立科技资料信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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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立保护区区界标志;
(五)审核办理入区手续,负责对

入区人员的管理和指导;
(六)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

为.
第五条　保护区所在市、县(市)、

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配合

保护区管理局做好保护区的保护、建
设和管理工作.

第六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对

保护区内自然遗迹、自然环境和自然

资源的保护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

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控告.
第七条　对在保护区保护、建设

和管理以及科学研究中做出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由省人民政府或者省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

励.
第八条　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和保护区管理局,可以接受国内组织

和个人的捐赠,接受的捐赠应当用于

保护区的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九条　禁止任何人进入保护区

的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

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

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局提

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保护区管理局

报送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
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

要迁出的,由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

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
第十条　禁止在保护区的缓冲区

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

研的目的,需要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

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

区管理局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保

护区管理局批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保护区管

理局.
第十一条　保护区内及周围的居

民、单位,不得建设损害保护区环境质

量和破坏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工程

项目.
第十二条　外国人进入保护区,

应当事先向保护区管理局提交活动计

划,并经保护区管理局批准.
进入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

有关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未经

批准,不得在保护区内从事采集标本

等活动.
第十三条　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

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在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设的

项目,不得损害保护区内的环境质量;
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决定由法律、法规规定

的机关作出,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

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第十四条　凡经批准进入保护区

从事各项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当地居

民除外),均应缴纳入区管理费.收费

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保护区所在地的公安

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公安派出机

构,维护保护区的治案秩序,依法查处

破坏保护区的案件.
第十六条　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

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
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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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移动和破

坏保护区界限标志、宣传标牌和各种

设施.
第十七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

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保护区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单位和个人,必
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

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向保护区

管理局和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十八条　 保护区管理所需经

费,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决.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保护

区管理局责令其改正,并视其情节处

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保护区界

标的;
(二)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或者在

保护区内不服从保护区管理局管理

的;
(三)经批准在保护区的缓冲区内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

的单位和个人,不向保护区管理局提

交活动成果副本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

在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
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

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除可以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的以

外,由保护区管理局没收其违法所得、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

破坏的,可处三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给保护区造成损失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责令

其赔偿损失.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造成保护区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后
果严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妨碍保护区管理局

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保护区管理局工作

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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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降低民用建筑能源

消耗,发展新型墙体材料,节约土地和

保护生态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民

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活

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民用建筑节能,是指

居住建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商业、
服务业、教育、卫生等其他公共建筑在

保证其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境质量的

前提下,降低其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

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新型墙体材料,是指

以非粘土为原料生产的,具有节约土

地、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以及坚

固、耐用、安全等特性,并符合国家及

省新型墙体材料目录的墙体材料.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建筑节

能与墙材革新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日常

管理工作.
各级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管理机

构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费,由同

级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同

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有

关的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民

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的专

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做好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

料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培育民用建

筑节能产品与新型墙体材料市场,健
全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服务体系,推动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

新型墙体材料技术的开发应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鼓励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在建筑工

程中使用民用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

料,对符合专项规划的建设项目,应当

在立项用地、资金等方面予以优先安

排.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

业等进行民用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

料的研究、开发与科研成果的转化.
第七条　城市和镇应当分期分批

推进民用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应

用,农村逐步推进民用建筑节能与新

型墙体材料应用.具体期限、批次和

步骤按照国家和省规定执行.
第八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
织编制符合本省实际的民用建筑节能

与新型墙体材料的设计标准、施工技

术规范、通用图集和验收标准.
第九条　企业生产新研发的民用

建筑节能产品与新型墙体材料应当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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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尚无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

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当符合环境保

护和人身安全的要求,并报市场监督

管理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备案.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

料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

备,限制使用或者禁止使用能源消耗

高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整并

公布推广使用、限制使用、禁止使用目

录.
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不得在建

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

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第十一条　实行民用建筑节能产

品和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制度,未经认

定的不得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

产品与新型墙体材料认定办法由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对在民用建筑节能与

发展新型墙体材料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

奖励.

第二章　民用建筑节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安排民用建筑节能资金,用于支持

民用建筑节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标准

制定、既有建筑围护结构和供热系统

的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及

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节能项目的

推广.
政府应当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应用,以及

民用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等项目.
民用建筑节能项目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民用

建筑应当执行国家的民用建筑节能强

制性标准.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

制性标准的,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

者暗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符

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墙体材料、
保温系统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

照明设备.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的

墙体材料、保温系统材料、门窗、采暖

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应当符合施工

图设计文件要求.
第十六条　设计、施工、工程监理

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民用

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和监理.
第十七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机构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并在审

查报告中说明民用建筑节能审查情

况;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的,不予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

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民用建筑节能

设计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履行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程序.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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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合格的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文件和技

术规范施工;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

节能材料、产品、设备进行查验,不符

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不得使用.
第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履

行以下职责:
(一)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和规范施工的,应当要

求施工单位改正;施工单位拒不改正

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

单位,并向工程所在地的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二)墙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

时,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

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

等形式实施监理;
(三)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墙体

材料、保温系统材料、门窗、采暖制冷

系统、照明设备及其他与建筑节能有

关的材料和设备不得在建筑工程中使

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道

工序的施工.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在实施建筑

工程保温体系隐蔽工程前,应当组织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按照民用建筑

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分部验

收.民用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合格

证明作为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的依据之

一.
第二十一条　对具备可再生能源

利用条件的建筑,建设单位应当选择

可再生能源,用于采暖、制冷、照明和

热水供应等;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可再

生能源利用的标准进行设计.
可再生能源利用设施的建设,应

当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

工、同步验收.
第二十二条　新建建筑和进行节

能改造的既有建筑应当按照规定安装

供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与供热系统

调控装置.具备条件的,逐步实行按

用热量计量收费.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投资的既

有建筑的建设年代、结构形式、用能系

统、能源消耗指标、寿命周期等进行调

查统计和分析,制定节能改造计划,经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对既有建筑在进行扩建、改建及

外形结构维修、用能系统更新时,所有

权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同时进行节能改造和供

热计量改造.
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应当优先

考虑大型公共建筑.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的节能改造费用,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居住建筑和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体育等公益事业使用的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费用,由政府、建筑所有权人

共同负担.
第二十五条　鼓励社会资金投资

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投资人可以

按照协议的约定分享节能改造产生的

收益.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国家投资的既有

居住建筑实施节能改造后,所有权人

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民用建筑节

能测评机构进行能耗测评.不符合民

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应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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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
第二十七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当将商品房的能耗指标、节能措施以

及保护要求、节能工程保修期等基本

信息予以公示,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载明.
第二十八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公共

建筑的能源消耗定额管理办法,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二十九条　采暖制冷系统和照

明设备等运行管理单位应当保证建筑

物用能系统的运行符合国家和省标

准.对未达到标准的,应当进行整改.

第三章　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对于列入推广使用目录的新型墙体

材料项目给予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
第三十一条　在国家和省规定禁

止使用粘土砖的区域内,不得在建筑

工程及其附属设施中使用粘土砖.列

入历史文化保护的古遗址、古建筑修

缮除外.
第三十二条　在禁止使用粘土砖

的区域内,相关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
(一)建设单位不得要求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使用粘土砖;
(二)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省

禁止使用粘土砖的规定进行设计;
(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不

得通过违反规定采用粘土砖的施工图

设计文件;
(四)施工单位应当采用经审查通

过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中要求的墙体材

料进行施工;
(五)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

和省禁止使用粘土砖的有关规定实施

监理;
(六)建设单位在建筑工程竣工

后,应当将新型墙体材料使用情况表

报送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
第三十三条　在禁止使用粘土砖

区域外使用政府性资金或者国债资金

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采用新型墙体

材料.
第三十四条　禁止新建、扩建、改

建粘土砖生产项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设计方案不符合民用建筑

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目颁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二)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的设计方案出具合格意见的;
(三)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不符合民

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民用建筑项

目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四)对违反国家和省关于禁止使

用粘土砖的行为未予制止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

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建筑节

能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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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
以下规定处罚:

(一)建设单位明示或者暗示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民用建筑节能强

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或者自行采

购的墙体材料、保温系统材料、门窗、
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不符合施

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处以２０万元以

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以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罚款;

(二)设计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处以１０万

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以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

款;
(三)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

查通过未达到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

准设计文件的,处以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２０万

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
(四)施工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的,处以建设

项目合同价款２％以上４％以下罚款;
(五)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民用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或者在墙

体、屋面的保温工程施工时,未采取旁

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实施监理

的,处以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以２０万元以上３０
万元以下罚款;

(六)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品

房时,未公示所售商品房的能耗指标

等基本信息、未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和

住宅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载明、公示或

者载明的信息不实的,处以已交付使

用的房屋销售总额２％以下的罚款,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

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发展新

型墙体材料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建设单位在禁止使用粘土砖

区域内实施建设项目中授意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设计使用粘土砖,或者擅

自修改设计文件使用粘土砖的,对违

法使用粘土砖部分予以拆除,并按已

使用粘土砖量处以每立方米５０元至

１００元罚款;
(二)新建、扩建、改建粘土砖生产

项目的,处以建设项目合同价款１％以

上３％以下罚款,但罚款金额不得超过

５０万元;
(三)设计单位在禁止使用粘土砖

的建设项目中设计使用粘土砖的,处
以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以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

罚款;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

查通过违反使用新型墙体材料规定的

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处以１０万元以上

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罚款;
(五)施工单位未按照设计文件要

求使用粘土砖进行施工的,处以建设

项目合同价款２％以上４％以下罚款;
(六)工程监理单位未按照国家和

省禁止使用粘土砖规定进行监理的,
处以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以２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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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房地产开发、设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监理等单

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降低企业资

质等级或者吊销资格证书;注册执业

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的,由
颁发资质证书的部门吊销执业资格证

书,５年内不得注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民用建筑以外的其

他建筑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条　公共机构建筑节能工

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０年９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燃气管理条例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３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

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燃气管理,维护

燃气供应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促
进燃气事业发展,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区域内燃气的规划、建设、经营、燃气

器具的安装、维修、销售和燃气的使用

及安全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燃气是指供

给生活、生产使用的煤制气、液化石油

气、天然气和新型民用燃气等用作燃

烧燃料的气体.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燃气

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燃气管

理工作.
第五条　发展燃气事业,应当合

理利用能源、统一规划、配套建设,优
先发展管道燃气.

燃气的经营和使用,必须贯彻“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

第六条　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或

者个人投资兴建燃气设施,经营燃气

企业;鼓励推广燃气先进技术和管理

方法,提高燃气生产和管理水平.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燃气管理等有关部门编制本地区

燃气发展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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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建、扩建燃气项目以及燃

气经营网点的布局要符合燃气发展规

划,并经燃气管理部门批准,方可实

施.
第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

造、道路建设不得占用燃气发展规划

预留的燃气设施建设用地.
第九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

造,应当按照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

燃气设施.
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有新建、改

建、扩建工程的,其配套的燃气设施建

设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验收.
第十条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

程,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要

求,并经燃气管理部门审查同意.
第十一条　承担燃气工程勘察设

计、施工安装和工程监理的单位,必须

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
第十二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

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

用.
建设单位应当在燃气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燃气管理

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第三章　燃气经营

第十三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

源;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营燃气

设备;
(三)有与燃气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资金;
(四)有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经营

场所;
(五)有掌握相关技术的管理人员

和具备专业资格的从业人员;
(六)有防泄漏、防火、防爆的安全

管理措施和制度;
(七)有与供气规模相适应的抢

险、抢修队伍及装备;
(八)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

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

由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燃气管理

部门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
第十五条　在城市燃气管网辐射

范围内,应当利用管网燃气.不得开

发建设瓶组液化石油气供气工程.
第十六条　使用管道供应燃气的

经营企业在经营中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
(一)保证正常、稳定、持续供气,

因维修燃气设施确需停止供气时,应
当提前二十四小时公告停止供气和恢

复供气的区域与时间;
(二)燃气热值、嗅味、压力等指标

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按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并公

开价格;
(四)制定和公示服务标准;
(五)不得拒绝向符合供气和用气

条件的用户提供气源;
(六)依照有关规定对燃气设施进

行安全检查,并建立健全用户档案;
(七)设置咨询、抢修、抢险公开电

话,并设专人二十四小时值班.
第十七条　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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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燃气的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不得用不合格的液化石油气

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二)不得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

向液化石油气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三)不得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相互

转充液化石油气;
(四)不得购销无出厂合格证的液

化石油气;
(五)不得在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

建筑内集中存放装有液化石油气的钢

瓶;
(六)按法定计量单位计量,保证

足量,并公开价格;
(七)应当抽出残液后充装液化石

油气;
(八)制定和公示服务标准.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不得强

令操作人员和安装维修人员违章操

作.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对安全管理、技术操作和安装维修人

员进行岗位培训.
第十九条　运输燃气必须使用符

合国家和省规定的专用运输车辆,并
按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进行运输服

务.

第四章　燃气设施与燃气器具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

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设置醒目

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燃气设施安

全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行为:
(一)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二)堆放物料,倾倒、排放腐蚀性

液体;
(三)擅自挖沟渠、挖沙取土、打桩

或者顶进作业;
(四)在燃气设施上牵挂电线、绳

索;
(五)擅自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

公共阀门;
(六)从事爆破作业;
(七)擅自移动、覆盖、涂改、拆除

或者损坏燃气设施的安全警示标志;
(八)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行

为.
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影响

燃气设施安全运行的,建设单位或者

施工单位须经燃气经营企业同意,并
采取可靠的安全保护措施.

由于施工不当造成燃气设施损坏

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协助

燃气经营企业进行抢修,造成经济损

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对燃

气设施进行抢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抢修

工作.
第二十四条　设计、安装用户室

内燃气设施,应当保证安全使用与方

便维修,并兼顾用户房屋的使用功能

和美观要求.
用户室内装饰、装修不得覆盖燃

气设施;凡覆盖燃气设施的,抢修时应

当无条件拆除.
第二十五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对燃气设施(含用户室

内燃气管道、阀门以及计量器具)进行

维修,对达到使用年限的燃气设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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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换,维修、更换的费用由燃气经营

企业承担.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都有保护燃气安全设施的义务.如发

现燃气泄漏或者由于燃气引起的中

毒、火灾、爆炸、环境污染等事故,应当

立即告知燃气经营企业或者政府有关

部门.燃气经营企业接到告知后应当

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抢修.政府有关部

门接到告知后应当立即赶到现场,组
织抢修,调查事故.造成损失的,燃气

经营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燃气管理部门应当

定期向社会公布符合国家标准,适合

当地气源的燃气器具产品目录.用户

可选用目录中的产品,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干涉.
第二十八条　非燃气经营企业不

得销售充有燃气的燃气钢瓶.
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销售专门加

热燃气钢瓶的装置.

第五章　燃气使用

第二十九条　使用管道燃气的用

户应当到燃气经营企业办理用气手

续,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时限

内办结,不得借故拖延、拒绝.
第三十条　用户对管道燃气计量

装置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申请燃气

经营企业委托法定计量检测机构检

定,也可以直接委托法定计量检测机

构检定.经检定,燃气计量装置符合

标准的,检定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不符

合标准的,检定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

承担,并退还或补交燃气费用.
第三十一条　燃气用户不得实施

下列行为:
(一)损坏公用燃气设施;
(二)在不具备安全用气条件的公

共场所使用燃气;
(三)自行拆卸、安装、改装燃气设

施;
(四)将燃气设施作为负重支架或

电器设施的接地导体;
(五)自行倾倒液化石油气钢瓶残

液或者自行倒换液化石油气钢瓶之间

的燃气;
(六)自行改换液化石油气钢瓶检

验标志;
(七)盗用、转供燃气;
(八)其他影响燃气使用安全的行

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
(一)在燃气设施上牵挂电线、绳

索的;
(二)擅自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

公共阀门的;
(三)移动、覆盖、涂改、拆除或者

损坏燃气设施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四)未取得岗位证书,从事燃气

安装、维修活动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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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燃气经营企业销售充有液

化石油气钢瓶的;
(二)销售专门加热液化石油气钢

瓶装置的;
(三)损坏公用燃气设施的;
(四)转供燃气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燃气经营企业用不合格的液

化石油气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的;
(二)燃气经营企业用液化石油气

钢瓶相互转充液化石油气的;
(三)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

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四)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

内,堆放物料,倾倒、排放腐蚀性液体

的;
(五)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

内,擅自挖沟渠、挖沙取土、打桩或者

顶进作业的;

(六)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

内,从事爆破作业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燃气工程项目未经燃气管理

部门审查同意的;
(二)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擅自

经营燃气的;
(三)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液

化石油气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的.
第三十六条　燃气管理部门负责

燃气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

察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３
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

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吉林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保护区内

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繁殖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科学研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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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吉林向海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

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属森林和野生

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丹顶鹤

等国家珍贵稀有鸟类及其栖息繁殖环

境和稀有植物为主要目的.
第四条　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工作

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护养结合、统一规

划的原则.保护区的总体规划由保护

区管理机构会同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制

定,由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报
国务院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后实施.
经批准的保护区总体规划不得擅

自更改,确需更改的,应当经原批准机

关同意.
第五条　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和通榆县人民政府对保护区的工作实

行双重领导.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保护局)对保护

区内的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和自然环

境实行统一管理.
第六条　保护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

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

度,统一管理保护区;
(三)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

组织环境监测,保护保护区内的自然

环境和自然资源;
(四)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

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
(五)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
(六)在不影响保护自然保护区的

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

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第七条　当地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采取有

效措施,配合保护局做好保护区的资

源保护工作.

第二章　保护管理

第八条　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
缓冲区、实验区.核心区、缓冲区、实
验区的范围由保护局会同当地县人民

政府划分或调整,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报国务院批准.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及保护区

周边,应设立界线标志.
第九条　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进入.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

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

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局提交申请

和活动计划,经保护局报省林业和草

原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　禁止在保护区的缓冲区

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

研的目的,需要进入保护区的缓冲区

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保护

局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保护局批

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保护局.
第十一条　实验区可以从事科学

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

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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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当服从保护局管理.
在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设

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

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

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

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的,应当限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须

采取补救措施.
保护区实验区居民,在遵守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有关规定和不破坏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在固定生产

生活活动范围内修筑必要的种植、养
殖和生活用房设施的,应当在修筑设

施前向保护局报告,并接受指导和监

督.
第十二条　实验区内的居民、单

位,在生产、生活活动中应保护鸟类和

稀有植物的生长繁殖环境.
第十三条　保护局应有计划地采

取封山育林、封沙育草、封沼育苇、设
置围栏等措施增加植被,为野生动物

栖息繁殖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十四条　外国人进入保护区,

应当事先向保护局提交活动计划,并
经保护局批准.

进入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

有关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未经

批准,不得在保护区内从事采集标本

等活动.
第十五条　保护区内严禁下列活动:
(一)狩猎、捕捞、毒害、伤害野生

动物、捡拾和收售鸟卵、破坏动物巢

穴;
(二)开垦、开矿、采石、挖沙;
(三)取土、采挖泥炭;

(四)砍伐、放牧、烧荒、采药、采挖

野生植物;
(五)私建、滥建建筑物或者构筑

物;
(六)破坏界线标志和各种设施;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　在实验区采收芦苇须

在保护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第十七条　保护区所在县的公安

部门应加强户籍管理,严格控制流入

保护区的人口.
保护区公安机构应加强保护区的

治安管理.

第三章　开发利用管理

第十八条　进入保护区从事科学

研究、教学实习、拍摄影视、文艺创作、
采集标本、旅游观光等活动,必须按规

定办理批准手续,并接受保护局的指

导和监督.
第十九条　在保护区内开展旅游

活动,必须坚持旅游服从保护的原则.
保护区内不准兴建宾馆、饭店、疗

养院、度假村等旅游设施.确需兴建

的旅游景点服务设施,必须符合保护

区总体规划,经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审查,报国务院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批准.
第二十条　保护局应当根据保护

区的总体规划,在实验区内划定旅游

景点.旅游景点的建筑和设施应当体

现民族风格,同自然景观相和谐.旅

游景点应当设置停车场及公共卫生等

设施.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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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保护局给予行

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没收猎物、猎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猎获

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

猎获物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没收猎物、猎具和违法所得,并
处猎获物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没有猎获物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

规定,非法开垦、开矿、采石、挖沙的,
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处罚.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项

规定,非法取土、采挖泥炭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并处以取土每立方米

七十元至二百元的罚款、采挖泥炭每

立方米五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并可

以查封或者扣押取土、采挖泥炭设备,
有非法所得的,同时没收其非法所得.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

规定,非法放牧、烧荒的,处以二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砍伐林木、采
药、采挖植物的,没收树木、植物和非

法所得,并处以实物价值三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五项

规定,私建、滥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并按照

破坏面积处以每平方米一百元的罚

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六项

规定,破坏界线标志和各种设施的,责
令其赔偿损失,视其情节,处以一百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保护区

进行狩猎、捕捞、毒害、伤害野生动物、
捡拾和收售鸟卵、破坏动物巢穴等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除可以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的以外,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或者保护局没收违法所得,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

坏的,可以处三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

处罚由保护局执行.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保护局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

或者提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

议或不起诉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保护局的保护管理

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吉林波罗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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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全民健身条例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４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２１件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

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

的开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

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

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全民健

身活动的开展和服务,全民健身设施

的建设、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

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制定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建
立和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加大对

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等基层公共体育

设施建设的投入,促进全民健身事业

均衡协调发展.
第四条　全民健身工作实行政府

统筹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共同支

持、公民积极参与的机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全民健

身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做好与全民健身有关的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体育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全民健身的科学研

究,发掘、整理民族、民间传统健身项

目,开发适合本地特点的全民健身项

目,开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全民健身活

动,推广科学的健身方法.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的全民健

身活动.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文体活动站、文体活

动室的建设.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

当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全民健身

工作,为辖区内的单位、组织和公民参

与健身活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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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
联等人民团体应当结合各自特点,组
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第八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

网站等大众传播媒体应当加强对全民

健身的宣传,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增强

公民健身意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

对全民健身的投入.
体育彩票公益金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重点用于组织开展群众性体育活

动、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国民体

质监测和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管理

与维护,并逐步提高对农村地区和城

市社区的投入比例.
利用福利彩票公益金建设社会福

利设施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适

合老年人和残疾人健身活动的设施.
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投资兴建全民健身设施,举办健身活

动,为全民健身事业提供捐赠或者赞

助.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组

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全民健身活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体育主管部门应当举办以推动全民

健身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每年

组织开展有季节特点和本地特色的全

民健身系列活动.
第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体育主

管部门应当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组

织开展与农村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相

适应的全民健身活动.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健全体育总会组织,发挥体育群众

团体组织作用,服务于全民健身活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等应当建立健全全民健身活动组

织,有计划地组织和开展经常性的全

民健身活动.
第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

依法建立体育协会、健身俱乐部、健身

辅导站(点)等体育社会组织,组织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宣传普及健身知识.
各级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行

业体育协会和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等体育社会组织,应当根据组织章程

和各自特点,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课时开设体育课,组织开展广播体

操、眼保健操和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

活动,确保学生每天至少一小时的体

育锻炼时间.学校每年至少要举办一

次全校运动会.
学校应当加强对学生参加体育健

身活动的引导和管理,执行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

案,定期对学生进行体质监测.
第十六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

结合社区特点,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

体育健身活动.
村民委员会应当结合农村特点,

组织开展适合农民参加的体育健身活

动.
第十七条　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

动,应当遵守健身场所的规章制度,爱
护健身设施,维护健身环境,不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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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利用健身活动宣扬封建迷信、违背社

会公德、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民身心

健康.

第三章　全民健身设施

第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全民健身

设施,是指公共体育设施和其他向公

众开放用于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设

施.
本条例所称公共体育设施,是指

由各级人民政府举办或者社会力量举

办的,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体育活动

的公益性体育场(馆)等的建筑物、场
地和设备.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扶持少数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和农

村的全民健身设施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应当加强对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使用

情况的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全民健身

设施功能.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民健身设施

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城乡规划、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五年规划.
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选址,应当

符合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规划,遵循统

筹安排、合理布局、方便利用的原则,
并以公示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大型

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选址,应当举行

听证会.

全民健身设施应当为老年人和残

疾人参与健身活动提供方便.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体育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为没有全

民健身设施的已建成居民住宅区配建

全民健身设施.
第二十三条　新建、改建和扩建

居民住宅区,规划部门和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有关规定,规划和建设配套的

全民健身设施.
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全民健身

设施,应当与居民住宅区的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全民健

身设施的建设项目和功能,不得缩小

其建设规模和降低其用地指标.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全

民健身设施的竣工验收,应当有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参加.
第二十五条　全民健身设施管理

单位应当自全民健身设施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该设施的

名称、地址、服务项目等内容报当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备案.
已建成全民健身设施的管理单位

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三十日内办

理备案手续.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体育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报刊、广播、电
视、互联网站等大众传播媒体及时向

公众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的全民健身设

施名录及相关信息.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为职工开展健

身活动提供场地、设施等必要条件.
第二十八条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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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学校体育设施

配备标准,建设体育场地,配备体育设

施,保证体育教学和学生开展体育锻

炼的需要.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侵占、破坏全民健身设施.
不得擅自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的功

能和用途,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或者

改变公共体育设施功能、用途的,应当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择地重建.
第三十条　向全民健身事业捐赠

资金、设施和器材的,享受税收等优惠

政策,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留名纪

念.

第四章　全民健身服务

第三十一条　实行国民体质监测

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地区实

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国民体质监测

方案,并会同统计、教育、卫生等部门

组织实施,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
第三十二条　从事国民体质测定

的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定
期培训国民体质监测人员.

对公民进行体质测定时,应当按

照国家体质测定标准规范操作,为被

测定者提供测定结果,给予科学健身

指导,并对测定结果保密.
第三十三条　实行社会体育指导

员制度,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

根据国家制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

等级制度的要求,有计划地开展社会

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
全民健身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配备

相应技术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为
全民健身活动提供科学指导.

开展全民健身志愿者活动,鼓励

具有体育特长或者热心体育事业的人

员,志愿参与组织和辅导全民健身活

动.
第三十四条　全民健身设施投入

使用前,应当明确管理单位并由管理

单位负责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保证

其公益性和使用的安全性.设施管理

的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五条　公共体育设施除赛

事、维修、保养外,应当向公众开放.
开放时间应当与当地公众的工作时

间、学习时间适当错开.在法定节假

日和学校寒假、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

长开放时间,并增设适合学生特点的

健身项目.
具体开放时间应当向公众公示.
第三十六条　公共体育设施管理

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有服务成本开

支的,可以适当收取成本费用.收费

所得应当专项用于全民健身设施的日

常维修、保养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具体收费标准应当报经所在地价格主

管部门批准.
收费的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单位

应当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在校中、小学

生等实行优惠开放或者在规定时段免

费开放.
收费标准和优惠条件等应当向公

众公示.
第三十七条　国家机关的体育健

身设施和由政府投资建设的体育专用

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创造条件,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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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节假日、假期和其他适当时间向公

众开放.
第三十八条　学校的体育健身设

施,应当以学校正常授课和学生活动

为主,在法定节假日、寒假、暑假和其

他适当的时间向公众开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向公众

开放体育健身设施的学校给予支持,
为其办理有关责任保险.

开放体育健身设施的学校经所在

地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可以适

当收费.对开放过程中发生的水电费

用,水电部门按照原收费标准收取.
第三十九条　公园和具有晨练、

晚练场地的景点,应当向公众免费开

放,并公示开放时间.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奖励、专项资金补助、彩票公益

金补助等措施,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

公民个人的体育健身设施向社会开

放.
第四十一条　全民健身设施管理

单位应当配备和使用符合强制性标准

的设施和器材,并在醒目位置标明设

施和器材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向儿童、青少年开放的体育健身

设施,应当根据儿童、青少年的生理、
心理特点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十二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

经营高危体育项目的,应当向所在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提出

书面申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应当自收到经营高危体育项目申请书

之日起的三十日内作出决定.对审核

合格的,予以登记,颁发«高危体育项

目经营许可证»;对审核不合格的,应
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经营高危体育项目应当持«高危

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到市场监督主

管部门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高危体育项目以国务院体育主管

部门公布的目录为准.
第四十三条　«高危体育项目经

营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

门统一印制.
«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遗失

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交书面报告,
申请 补 办 «高 危 体 育 项 目 经 营 许 可

证».
第四十四条　高危体育项目经营

场所改变名称、场所、法定代表人、经
营范围等,应当向原审批部门办理变

更登记.
高危体育项目经营场所停业、复

业的,应当向原审批部门办理停业、复
业登记.

第四十五条　对全民健身设施建

设、使用和全民健身活动中的违法行

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体育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根据

各自职责在六十日内进行调查、核实,
并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学校违反本条例第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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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未按照规

划要求建设体育健身设施的,由县级

以上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建;逾
期未补建的,由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

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侵占、破坏全民健身设施,擅自拆除公

共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设施损坏

的,应当赔偿损失;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四十九条　未经许可,擅自经

营高危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

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者

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规定条件仍

经营该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

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

得的,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在吊销许可证后五个工作日内通知市

场监督主管部门,由市场监督主管部

门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第五十一条　利用健身活动宣扬

封建迷信、违背社会公德、扰乱公共秩

序、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全民健身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４日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４日吉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　根据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１９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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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

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各种收费、
罚款、没收财物的管理,保护企业、事
业单位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家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

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全省城乡

一切社会性的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的

活动,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
第三条　各种收费、罚款、没收财

物的项目和标准,都必须按本条例规

定的权限报经批准,国家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县(含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的价格、财政、审计部门按规定的权

限,负责监督检查本条例的执行.

第二章　收费管理

第五条　 各种收费项目及其标

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

的部门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没
有规定而又需增加收费项目或调整收

费标准的,按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七

条、第八条的规定执行.
各种收费项目,按价格分级管理

权限,由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管理目录,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除实行市

场调节的经营性收费外,其他收费标

准由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或有

关业务主管部门公布;新增加的收费

项目和新调整的收费标准批准后,随
时予以公布.

第六条　实行国家定价和国家指

导价的经营性收费,按提供服务的成

本、税金和合理利润确定,由价格主管

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管理.增减上述

经营性收费项目或调整收费标准,按
分级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的业务主管部门提出,报同级价格主

管部门审批.其中与人民生活关系密

切的,由价格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

府批准.
实行市场调节的经营性收费项

目,由价格主管部门按分级管理权限

确定;收费标准由经营者自行确定.
第七条　事业性收费,按财政拨

款和提供服务的支出情况,本着补偿

合理费用的原则确定,由价格、财政部

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管理.增减事业性

收费项目或调整事业性收费标准,由
省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经省价格、财政

部门审批,其中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
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须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
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不得自行向

社会收取费用.会费收取标准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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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
第八条　行政性收费,按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及省人民政府

的规定执行,由价格、财政部门和业务

主管部门管理.增减行政性收费项目

或调整行政性收费标准,由省业务主

管部门提出,经省价格、财政部门审

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法律、法规规定和省人民政府批

准确需发放的牌证照等,需要收费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工本费,不得盈

利.超过工本费另外加收管理性费用

的,按本条前款规定的批准程序另行

报批.按规定收取管理性费用的,为
管理而发放的牌证照等,不再另收工

本费.
第九条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转发

上级业务部门的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

价的经营性收费文件,必须送同级价

格主管部门会签后下发,转发事业性、
行政性收费文件,必须送同级价格、财
政部门会签或联合转发.

各级编制管理部门,审批以行政

性和事业性收费为经费来源的各类机

构和编制时,应征求省价格、财政部门

的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经营性收费开具的发

票,由税务部门监制和管理;行政性、
事业性收费票据,由财政部门监制和

管理.国家和省规定使用的专用票据

除外.
对于应当收税的事业性收费项

目,财政部门应当向税务部门提供收

税依据,具体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

省税务部门制定.
凡经批准的收费,应对其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收费单位应向各级价格、
财政部门报送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情

况和其收支状况年度报告.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乱收费.被收取的单位或个人有权

拒付:
(一)超越规定权限,擅自增加收

费项目的;
(二)未按规定的权限批准,擅自

提高收费标准的;
(三)不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收费

的;
(四)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的收费

项目和不执行减免费政策的;
(五)履行职责过程中没有法定依

据设置不合理条件,增加经营者、消费

者负担的;将职责范围内的公务活动

变无偿为有偿的;
(六)借助权力或垄断地位、优势

地位强制服务、指定服务或购买商品,
强制收费、搭车收费、强买强卖的;

(七)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的;
(八)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

强制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

体并收取会费;强制参加不必要的会

议、培训、展览、学术研讨、考核评比、
出国考察等付费活动;强行拉广告、赞
助捐助的;

(九)利用职权将应承担的费用转

嫁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
(十)利用电子政务平台收费的;
(十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禁止的属于乱收费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罚款没收财物管理

第十二条　罚款、没收财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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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各部、委及省

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罚款、没收财物的票

据,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出式,市(地、
州)财政部门监制和管理,对单位的罚

款数额在三十元以下或对个人的罚

款,必须使用统一规定的印有人民币

面额的票据.
第十四条　罚款、没收财物由法

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主管机关执行.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属乱罚款、乱没收.被罚款、被没收财

物的单位或个人有权拒罚:
(一)现场执罚人员没有佩戴统一

执勤标志或不出示执罚证件的;
(二)超越规定的权限,擅自制定

罚款、没收项目的;
(三)不开具统一规定的罚款、没

收票据的;
(四)超过规定的罚款、没收标准

的;
(五)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违

章行为已受过处罚的.
第十六条　罚款、没收的收入,必

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

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

变相私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对未按本条例规定的

管理权限报经批准,擅自增加的收费

项目或提高的收费标准,同级人民政

府或上级价格主管部门有权予以纠正

或废除.
第十八条　企业单位被收缴的罚

款应从本单位自有资金中支付,不得

计入成本、不得列入营业外支出;行

政、事业单位被收缴的罚款应从本单

位的预算包干经费结余或自有资金中

支付;对个人的罚款,一律不准用公款

垫付或报销.
第十九条　事业性、行政性的收

费,除按国家规定纳入预算内管理的

外,均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实行计划管

理、财政专户存储和审批、银行监督的

方式.各部门和单位不得自立专户.
凡收取事业性或行政性费用的单

位,由县以上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向同

级价格、财政部门报送年度财务收入

和使用情况.
第二十条　对乱收费、乱罚款、乱

没收财物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权向管理监督机关或其上级主管部

门揭发、检举、控告,管理监督机关或

收资单位、执罚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

应及时认真查处.
被揭发、检举、控告的单位或个人

不得进行打击报复.

第五章　对违反本条例的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

一条规定乱收费的,价格、审计部门应

按有关规定责令其退还或没收其全部

违法所得,并视其情节,处以违法所得

额百分之十至两倍的罚款.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不使

用统一规定的票据收费或伪造收费票

据的,由票据管理部门没收票据,并视

其情节,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

五条规定乱罚款、乱没收和违反第十

三条规定伪造票据的,财政、审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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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有关规定责令其退还或没收其全

部违法所得,并视其情节,处以违法所

得额百分之十至两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

六条规定,提成、截留、挪用罚款、没收

收入的,财政、审计部门应责令其退还

全部提成、截留、挪用款,并视其情节,
处以违法动用额百分之十至两倍的罚

款.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擅自挪用事业性、行政性收

费资金的,财政、审计部门应将其违法

动用的资金全部没收.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

情节严重的,除对单位进行经济处罚

外,还应对其主管领导人员、直接责任

者分别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的单位或个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对冒充、谩骂、殴打

执罚、收费人员,或妨碍执罚、收费人

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

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条规定,对揭发、检举、控告的单位或

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应视其情节,分
别由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公
安机关,对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给

予处分、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管理、监督机关和

执罚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本条例

中有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徇私枉法行

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

义是:
(一)经营性收费,系指以营利为

目的而向社会提供劳务、服务所收取

的费用.
(二)事业性收费,系指不以营利

为目的为社会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

用.
(三)行政性收费,系指国家机关

为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依照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部门及省人民

政府的规定而收取的费用.
(四)罚款、没收财物,系指国家行

政执法机关,依法实行的一种行政处

罚.
第三十一条　各企业事业单位对

内部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当地群众民主

讨论制定的乡规民约,不属本例管理

范围.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一九八七

年五月一日起施行.过去省内发布的

有关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的规定与本

条例有抵触的,均按本条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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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２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

改)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

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

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

空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

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担

的人民防空经费,根据财力情况和人

民防空事业发展需要予以安排,并列

入同级财政预算.
社会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按照

省人民政府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

具体办法执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负责人民防空经费的使用和管

理,专项用于人民防空建设,保证人民

防空经费的战备性质,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截留、平调、挪用或者擅自减

收、免收和缓收.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确

定省级人民防空重点城市.
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街道办事

处、大中型企业和重点事业单位,应当

依法承担人民防空工作,接受所在地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化学事故救援

工作以及其他与人民防空性质相近的

城市抢险救灾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

级军事机关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实施重

点防护目标的防护等级.重点防护目

标的防护工作由其管理部门组织实

施,接受同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

督检查.
第八条　进行城市地下交通干线

以及其他地下工程建设,应当兼顾人

民防空需要,建设单位必须征求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九条　单独修建的为保障战时

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

救护等人民防空工程(含工程主体、孔
口建筑、设备设施和配套工程)属于国

防战备设施,必须按国家规定的防护

等级、标准和建设程序修建;其所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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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国防用

地予以划拨.
第十条　 投资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优惠政策.
利用外资修建和改造人民防空工

程,执行利用外资进行人民防空建设

的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设

计、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

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

空的地下室.
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

建筑,确因地质、地形、结构等限制不

宜修建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所在地人

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易地建

设,或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向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交纳结建人防工程建

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组织

修建.
第十三条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

空地下室的设计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未经审

批的,规划部门不得发给规划许可证,
建设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建

设质量的监督管理和竣工验收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进行.
第十四条　国家投资修建的人民

防空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

维护管理;其他人民防空工程,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指导下,由投资者负责

维护管理.
第十五条　禁止下列危及人民防

空工程安全的行为:
(一)在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

围内取土、采石、爆破、钻探、打桩、修
建地面设施和地下构筑物;

(二)非法占用人民防空工程、设
施及控制用地和权属用地;

(三)损坏或者擅自改造人民防空

工程.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

的,必须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经批准拆除的国家

投资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在一年

之内,由拆除单位按原工程标准补建,
或者按现行人民防空工程造价向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补偿建设同等标准人民

防空工程所需的费用,由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补建.
第十七条　报废人民防空工程,

必须报经省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批准,由申请单位做好回填、封闭等

善后工作.
第十八条　人民防空战备仓库用

地属于国防用地,其设备、设施属国防

资产,不得侵占和破坏.
第十九条　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

空工程和设备、设施,实行有偿使用和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国家投资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

由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开发

利用.
第二十条　平时开发利用人民防

空工程和设备、设施,其收入用于防空

建设的,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优惠政

策.
第二十一条　通信主管部门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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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防空音响警报网的线路应当无偿保

障,对用于人民防空有线通信和用于

警报寻呼网及移动指挥通信网的中继

线按有关规定优先、优惠提供.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广播电台和

电视台安装防空警报设施,广播电视

部门应当予以保障.
无线电管理部门对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用于军事、战备的专用电台所需

频率应当无偿保障.
人民防空警报网点所需的电力、

控制线路,电力部门和通信主管部门

应当保障.
第二十二条　在城市防护区域内

修建指定设置防空警报设施的高层建

筑,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人民防空警报

建设规划要求,预留安装防空警报设

施的位置.警报设施的基础和电源线

路、控制终端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建

设.
第二十三条　警报设施由其所在

单位负责维护管理,不得擅自拆除.
警报设施需要迁移时,其所在单位应

当事先做出恢复安装计划,报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后

方可实施,迁移费用由原所在单位负

担.
人民防空战备通信电缆需迁移

时,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发生自然灾害时,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使用

警报设施.
第二十五条　人民防空疏散必须

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按照省人民政

府的决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

城市防空袭预案的布置统一组织实

施.
第二十六条　群众防空组织的组

建、扩建及训练方案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编制,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
群众防空组织战时接受人民防空

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平时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各组建部门管

理和训练,根据同级政府的决定,参加

防汛、防震等抢险救灾工作.
第二十七条　群众防空组织所需

防核、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等特殊的装

备、器材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供.
其他装备、器材由各组建单位负责.

参加集中训练的人员享受所在单

位在岗人员的同等待遇.训练所需的

补助费、生活补助费、办公费,由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参照民兵集中训练的补

助标准,从人民防空经费中给以补助.
第二十八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

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人民防空教育计划

开展人民防空教育,完成规定的教育

内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人

民防空教育内容统一选编教材,并对

人民防空教育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各

级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组织实施.初级中学学生的人民防空

教育要纳入学校教学计划,保证必要

的课时.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

人民防空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
并纳入单位的职工教育计划;其他人

员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城乡基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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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文化和旅游、广播

电视等部门,应当将人民防空宣传教

育纳入工作计划,协助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
第三十条　人民防空预算外资金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收取,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

制的专用收费票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把人民防

空预算外资金纳入人民防空经费预算

统一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收取的人民防空预算外资金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财政、审计部门应当

加强对人民防空预算外资金的监督检

查,对隐瞒、截留、挪用人民防空预算

外资金的要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防空地

下室或者少于国家规定面积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

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修建或

者补建;不能修建、补建的,应当按照

应建地下室工程造价交纳易地建设

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修建;逾
期不修建、补建或者不交纳易地建设

费的,按应建地下室工程造价的５％并

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十万元.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

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逾期

不改正的,并处罚款: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面积一百

平方米以下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

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侵占面积一百平方米以

上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

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

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

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

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拆除人民防空工程拒不补

建、补偿的,拆除面积一百平方米以下

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拆除面积一百平方米以上的,对个人

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四)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放废

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个人处

以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

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

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以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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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前款行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

为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

在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告知后三日内要

求听证.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依法组织听证.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

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或者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的,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

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司法厅厅长　张　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第１６次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已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审议.受省政府委托,我就决定草

案作以下说明:
一、废止和修改１２部地方性法规

的背景

近年来,国务院不断深化 “放管

服”改革,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取消、调
整、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深入推进我省“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省政府发布了«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下放和保留省级行政许可

事项的决定»(吉政发〔２０１７〕３３号),取
消(暂停)２５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和

委托下放２６项行政许可事项.２０１７
年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我

省,对我省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了审查,
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全国人大法工

委、国务院相关部门针对地方著名商

标制度与全面深化改革不符的问题,
提出了对涉及地方著名商标制度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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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法规、规章进行清理的要求.为

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国务院、
省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要求,进
一步巩固改革成果,使改革于法有据,
原省政府法制办及时组织对涉及深化

“放管服”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以及著名商标制度等方面的地方

性法规进行了集中清理.
二、决定草案的形成过程

按照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省政府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深

化“放管服”改革等相关要求,原省政

府法制办及时下发了«关于报送需要

修改废止的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以及“放管服”改革地方性法规、
规章的通知»等文件,多次组织协调省

直有关部门对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

开展全面清理.经过清理,对原省农

委、原省环保厅等９个部门报送的１２
部涉及废止和修改的地方性法规进行

了集中审核.征求了各市(州)政府和

中(省)直相关部门的意见,通过网站

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并征求了省

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意见,组织了

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召开部门会议进

行了集体讨论.各方一致认为,该决

定草案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符合我省实际需要,赞同废止或修改

１２部地方性法规.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
决定草案经省政府第１６次常务会议

讨论通过.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拟废止的３部地方性法

规.
１．原省农委报送废止的«吉林省农

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于 １９９４ 年施

行.该条例规定的内容与国家后续出

台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等法律法规不符.
２．原省农委报送废止的«吉林省农

业资源综合管理条例»于 １９９７ 年施

行.该条例规定的内容已经不能适应

我省当前农业资源管理、保护、发展的

需要.
３．原省工商局报送废止的«吉林省

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于２００７年

施行.因当前地方著名商标制度与全

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和要求不符,按照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要求予以废止.
(二)关于拟修改的涉及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的２部地方性法规.
原省环保厅报送的«吉林伊通火

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
原省林业厅报送的«吉林向海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按照２０１７年

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的要求,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

法规,对上述２部地方性法规涉及与

上位法不一致以及不适应当前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的相关条款进

行了删除和修改.
(三)关于拟修改的涉及“放管服”

改革的７部地方性法规.
１．原省档案局报送的«吉林省档案

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实施办法»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
于公布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通知»(财综〔２０１３〕６７号)关于“寄
存、捐赠或者出卖档案”以及取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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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档案收费”等相关规定,对该条例中

“档案馆实行有偿服务”等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改.
２．原省环保厅报送的«吉林省松花

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根据«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保留省

级行 政 许 可 事 项 的 决 定»(吉 政 发

〔２０１７〕３３号)关于取消“防治污染设施

拆除或闲置审批”的规定,对该条例中

涉及的相关审批内容进行了删除.
３．省住建厅报送的«吉林省民用建

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根
据财政部«关于取消、调整部分政府性

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７〕１８
号)关于“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

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的相关规定,对
该条例中涉及“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

金”的相关条款进行了删除和修改.
４．省住建厅报送的«吉林省燃气管

理条例»,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取消、下放和保留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的决定»(吉政发〔２０１７〕３３号)关于“将
燃气企业经营许可核发事项下放至市

(州)、县(市)”的相关规定,对该条例

中涉及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相关

条款进行了修改.
５．省体育局报送的«吉林省全民健

身条例»,根据本省实际工作需要,对
该条例中涉及条例适用范围和全民健

身活动名称的条款进行了修改.
６．原省物价局报送的«吉林省收费

罚款没收财物管理条例»,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

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６号)«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吉政发〔２０１５〕４７号)等相关规

定,对该条例中涉及“收费许可证”等
内容的条款进行了修改.

７．省人防办报送的«吉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

和保留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吉
政发〔２０１７〕３３号)关于将“拆除２０００
平方米(含)以下的人民防空工程审

批”由省级下放至市(州)、县(市)的规

定,对该条例中涉及的审批条款进行

了修改.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予审

议.

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
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省政府第１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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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废止和修

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
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提请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１２件 地 方 性 法 规 中,废 止 ３ 件

(«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吉林省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条例»和

«吉林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
修改９件(«吉林伊通火山群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吉林向海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吉林省档

案条例»、«吉林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

防治条例»、«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

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吉林省燃

气管 理 条 例»、«吉 林 省 全 民 健 身 条

例»、«吉林省收费罚款没收财物管理

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
以上法规的废止和修改,主要依

据和理由:一是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要求,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全面自查和清

理.二是依据省政府发布的«吉林省

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保留省级

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吉政发〔２０１７〕
３３号),取消(暂停)２５项行政许可事

项,下放和委托下放２６项行政许可事

项.三是法规所依据的上位法已经废

止或者修改的.四是法规已经不适应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需要废止或

者修改的.
省人大法工委收到政府议案后,

分别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各
有关专门委员会同意政府议案内容.
其中环资委针对«吉林伊通火山群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中的责任

追究、«吉林省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

型墙体材料条例»中的标准适用和«吉
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中外国人进入保护区批准等三个问题

提出了意见.此外,经过认真研究我

们发现决定草案中,因行政主管部门

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除废

止的３件法规外,其他９件修改法规涉

及的部门名称应当一并进行修改.
以上报告,请审议.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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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８日上午,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吉

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

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２９日上午,
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决定草案进

行了统一审议.常委会有关领导出席

了会议,省司法厅有关同志列席了会

议.２９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将决定草

案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

报.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修改主要情况

汇报如下:
一是采纳环资委意见,将«吉林省

民用建筑节能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

例»原条例中第十四条“执行国家和省

规定的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修
改为“执行国家的民用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
二是有关方面提出,«吉林伊通火

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
改后的第四条第三项、第九条中有关

保护管理机构对建设项目和进入核心

区初审的内容,在上位法中没有规定,

属于增设了行政许可的前置要件,与
国务院“放管服”精神不相符合,应予

以删除.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个意

见.
三是有关方面提出,«吉林伊通火

山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新
增第十二条中有关外国人进入保护区

由保护区管理机构初审的规定,根据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１５２项中央

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６〕９号)第１５项,外国人进

入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已取消省林

业部门审批,由保护区管理局直接审

批,不必再进行初审.伊通火山群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机构改革后已由省

环保部门划归省林草部门管理,因此

按照国务院规定对此进行修改.
四是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

«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

例»修改后的第六条第六项“在不影响

保护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

前提下,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规定中“保护保护区”的表述不合适,
建议修改.经法制委员会研究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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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然保护区”.
五是因行政主管部门在机构改革

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除废止的３件法

规外,对其他９件修改法规涉及的部

门名称一并进行了修改.另外,因监

察委员会的设立,处分的主体和性质

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将９件修改法规

中涉及的“行政处分”全部修改为“处
分”.

根据上述审议意见已形成决定草

案表决稿,法制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表决.
以上报告和决定草案表决稿,请

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全省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吉林省人民政

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为统筹推进城乡基层民

主建设,统一安排部署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决定:吉林省第十一届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由２０１９年调整到２０２０年.

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
选举时间的议案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民政厅厅长　乔　恒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选举

时间的议案»作如下说明,请予审议.
一、我省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基本情况

我省现有村民委员会９３４０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于１９８８年颁布后,至２０１６年共进行了１０次换届选举;现有居民委员会１８７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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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于１９９０年颁布后,至２０１７年共进行了

１０次换届选举.根据«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吉
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吉林省村民委员会选

举办法»“村(居)民委员会任期三年”的规定,我省村民委员会应于２０１９年进行换

届选举,居民委员会应于２０２０年进行换届选举.由于历史原因,村民委员会与社

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不同步,前后相差一年,形成了“三年两换届”(即每三

年就有两年要组织基层换届工作)的局面,不利于全省统一安排部署,并导致基层

组织换届工作频繁、选举任务重、行政成本高等问题.
二、统一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必要性

(一)国家部委有要求.２０１５年５月,中组部、民政部、全国妇联在内蒙召开

“部分省区市村和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两个同步”要求,即:一
省之内,社区“两委”换届同步部署开展,社区“两委”换届和村“两委”换届同步部

署开展;２０１６年８月,民政部在长春召开城乡社区协商工作推进会暨村(居)委会

换届选举座谈会,再次作出具体部署,要求还没有实现“两个同步”的省份,要因时

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尽快推动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两个同步”.
(二)兄弟省份有经验.经统计,全国３１个省区市中,已有２７个统一了村民

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近两年实现“两个同步”的云南、湖北等

省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由省政府依法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调整村民委员会

或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另一方面,在同步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

统一成立领导小组,统一召开部署大会,统一印发选举工作通知,确保换届选举工

作步调一致、有条不紊.这些做法为我省做好此项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我省工作有基础.目前,我省村“两委”换届和社区“两委”换届分别实现

了同步部署开展,已经完成了中央要求的第一个同步任务.与此同时,我省各市

(州)、县(市、区)在多年基层换届选举工作中,已逐步建立起稳固完整的领导体制

和工作机制,形成了成熟有序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格局,为统筹推进“两个同步”奠
定了良好实践基础.

(四)基层干部群众有呼声.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

委员会每届任期都是三年,选举工作性质相同,选举法律程序和工作部署基本相

同,三年组织两次换届工作牵涉精力多、选举成本高,呼吁将村民委员会与社区居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同步部署开展.
三、有关法律程序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

法»对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任期规定为“每届任期三年”.统一村民委员

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时间不是更改法律规定的任期,而是解决村民委

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不同步的问题,目的是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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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

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结合本行政

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具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

内重大事项职权的规定,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做出调整全省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

届选举时间的决定.
四、建议事项

为尽快推动村(居)委会换届选举“两个同步”,并考虑到调整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时间更为可行,建议将我省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时间由２０１９年调整到

２０２０年,与第十一届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同步部署开展.

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

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许富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交由

内务司法委员会办理.１１月６日,内务司法委员会召开委员会会议进行了审议,
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２０１５年中组部、民政部要求,各省区(市)逐步实现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同步部署开展,目前全国已有２６个省、区(市)调整统一了村、居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将我省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时间由２０１９年调整到

２０２０年,与居民委员会换届时间同步,符合中央要求,有利于统筹推进城乡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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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四平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四平市城

市绿化条例»,由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白山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山市市

政设施管理条例»,由白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会议决定:批准«前郭尔罗斯

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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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由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布施行.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中期评估报告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实施过半,两年多以来,吉林省

委、省政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一轮振

兴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深入实施“三个五”发展战略,
全省上下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新成就,为规划期末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一)约束性指标１３项

１１项指标超过规划中期进度,规
划期末能够完成.

１．贫困人口减少.规划期末全省

贫困人口５年累计减少７０万人.截止

２０１７年已减少贫困人口５１７万人,完
成规划目标的７３９％.

２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规划期末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１０８年.２０１７年劳动年龄人

口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为 １０４４ 年,比

２０１５年提升０５４年,完成规划目标的

６０％.
３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规划期

末全省城镇棚户区住房５年累计改造

４５万套.截止２０１７年,已改造２５７９
万套,完成规划目标的５７３％.

４耕地保有量.根据«全国土地

利用 总 体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２０
年)调整方案»,国家将我省规划期末

目标由５５１９３万公顷调整为６０６６７
万公顷.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全省新增

建设占用耕地和补充耕地基本实现占

补 平 衡,目 前 全 省 实 有 耕 地 面 积

６９９３４万公顷.
５新增建设用地规模.规划期末

５年累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限定为

８０８６万亩.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４月,
全省新增建设用地３６８９万亩,剩余

４３９７万亩,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占

“十三五”期间的５４％.
６万元 GDP用水量.规划期末

万元 GDP用水量累计下降２５％.截

至 ２０１７ 年,万 元 GDP 用 水 量 下 降

１５７６％,完成规划目标的６３％.
７单位 GDP能源消耗.规划期

末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５年累计降

低１５％.截至２０１７年,单位 GDP能

耗下 降 １２５１％,完 成 规 划 目 标 的

８３％.
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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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规划期末全省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为９５％.２０１７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８４％,完成规划目标的６３％.
９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规

划期末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５年累

计降低１８％.截至２０１７年,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１６３％,完成规划

目标的９０６％.
１０空气质量.规划期末细颗粒

物(PM２５)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浓度为４５微克/立方米,地级及以

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８０％.
２０１７年全省细颗粒物(PM２５)年均浓

度为４０微克/立方米,全省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８３３％.
１１主要污染物排放.规划期末

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

物４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目标分别

为５年累计下降４８％、１８％、６４％、
１８％.２０１７年我省化学需氧量、二氧

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分别比２０１５年

累 计 下 降 ２３５％、１２２４％、２８７％、
９３％,分别完成规划目标的４８９６％、
６８％、４４８４％、５１７％.

１项指标未达到规划中期进度,但
规划期末能够完成.

１２森林.规划期末森林覆盖率

４５％,森 林 蓄 积 量 １０４ 亿 立 方 米.
２０１６ 年,森 林 覆 盖 率 为 ４４２％,比

２０１５年 增 加 ０３％,森 林 蓄 积 量 为

９５３亿立方米,比２０１５年减少０２９
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我省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使用了不

同软件汇总生成森林资源档案数据,
部分单位更新不及时,造成统计数字

有误差.随着近几年林地清收还林地

陆续达到成林标准,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

底,可以完成规划目标.
１项指标末达到规划中期进度,规

划期末不能完成.
１３地表水质量.规划期末地表

水质量目标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６４％,劣 V 类水体基本消除.２０１７年

吉林省国家考核断面中地表水达到或

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为６２５％,劣 V 类

水体断面比例为２０８％.劣V类水体

比例过高主要原因是水资源短缺(我
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４００亿立方

米左右,仅占全国的１/７０,全省４９个

县级以上城市中,３５个存在不同程度

缺水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水资源

匮乏)、河道径流量少、农业面源污染

难以在短时间根治、污水处理能力比

较落后.
(二)预期性指标１５项

９项指标超过规划中期进度,规划

期末能够完成.
１全员劳动生产率.规划期末全

员劳动生产率达到１１万元/人左右.
２０１７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１０２万元/
人,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０４９万元/人,完成

规划目标的６１３％.
２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规

划期末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４２
件.２０１６年为３３７件,比２０１５年增

加０５７ 件,当年即完成规划目标的

４１％.
３互联网普及率.规划期末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８０％.２０１７年全省移

动互联网用户２３４９６万户,手机上网

用户２１９５万户,移动宽带普及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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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４％.
４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规划期末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达到４０％以上.２０１７年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比重达到４４８％.
５居民收入.规划期末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３３３００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５４００元,年均增长均为６５％以上.
２０１６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６５％、７％,２０１７年分别增长

６７％、６８％,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２８３１９元、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９５０元,分别完成

规划目标的４０７％、３９９％.
６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规划期末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５年累计２２０万人.
截止２０１７年,累计新增就业１０６０２万

人,完成规划目标的４８２％.
７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规划期

末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０％左

右.截至２０１７年,全省养老保险总覆

盖人数为１３９１３万人,预计２０２０年,
养老保险总覆盖人数达到１５３７万人.
因应参保人数的基数难以统计,省人

社厅无法提供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经与国家发改委沟通,国家人社部也

没有提供此数据.根据全省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人数每年增长幅度较大,
估算能实现规划目标.

８湿地.根据全国第二次湿地资

源调查数据,规划期末我省自然湿地

保有量调整为８７万公顷、自然湿地保

护率调整为４７％.２０１６年自然湿地

保有量８７万公顷,自然湿地保护率

４３％.
９人均预期寿命.规划期末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７９岁.２０１５年全国人

均预期寿命为７６３４岁,我省为７７８
岁,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２项指标未达到规划中期进度,但
规划期末能够完成.

１０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规划期末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５５％左右.２０１７年全省民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５１７％,仅比２０１５年高出０３个百分

点,完成规划进度的８３％.２０１７年,
省人大审议通过«吉林省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条例»,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措

施»,实施百强民营企业、千户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和万户成长型小微企业培

育工程,政策效应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态势已逐步显现,预计能够实现规划

目标.
１１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规划期末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为１２％左右.２０１６年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为１０％,２０１７年占比为６％,低
于基期水平.目前,全省正在大力实

施数字吉林建设,着力推进智能制造

转型、汽车产业升级、数字产业壮大、
数字农业创新、智慧文旅提升、电子商

务提速、智慧医疗融合、智慧城市建

设、数字政务增效、数字惠民拓展等十

大工程,未来两年数字经济将实现跨

越式发展,预计能够实现规划目标.
４项指标未达到规划中期进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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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期末实现目标有一定难度.
１２地区生产总值.规划期末地

区生产总值目标达到 １７５００ 亿元左

右,年 均 增 长 ６５％ 以 上.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速 分 别 为

６９％、５３％,２０１８ 年 上 半 年 增 长

２５％,预计全年增长５％左右.据测

算,预计２０２０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

将达到１５５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６％左

右.如达到预期目标,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增速需达到７５％以上,实现难度较

大.
１３地方财政收入.规划期末全

省地方财政收入目标１５６７亿元,年均

增长５％左右.２０１７年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地方级财政收入完成１２１０８亿

元,比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８６亿元,年均增

长０７％.据省财政厅测算,国家全面

开展营改增试点、实施深化增值税改

革和全面降费政策、调整中央与地方

收入划分比例,市县可处置国有资产

逐年减少,将影响 ２０２０ 年财政收入

３３５亿元,预计２０２０年,我省地方财政

收入为１２６０亿元,实现预期目标有一

定难度.
１４R&D经费投入强度.规划期

末R&D经费投入强度为１５％左右.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全省 R&D 经费投入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０９４％、
０８６％,低于２０１５年基期水平,并呈

逐年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我省高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少,仅 占 全 国 的

０３８５％,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少,仅占

全省规上工业企业的６％.据省科技

厅测算,预计２０２０年,我省 R&D经费

投入强度将达到１１％左右.以“十三

五”期间 GDP年均增速５％推算,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年 R&D 经费投入需在２０１７
年基础上,年均增长２８２％,才能实现

预期目标.
１５城镇化率.规划期末全省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６０％左右,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５４％.２０１７年全

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５６６５％,比

２０１５年提高１３４个百分点,完成规划

目标的２８６％.２０１７年全省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为４９８％,比２０１５年提高

１４个百分点,完成规划目标的２５％.
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未来土

地收益的预期提升,落户城镇意愿不

强,同时我省户籍人口迁出量逐年增

多,人口出生率也呈下降趋势.据测

算,预计２０２０年,我省常住和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分别为５８％和５２％.
总体上,预计到“十三五”规划期

末,２８项主要指标中,１２项约束性指

标、１１项预期性指标能够完成.１项

约束性指标(地表水质量)、４项预期性

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
R&D经费投入强度、城镇化率)实现

有一定难度或难以完成.
二、重点任务执行情况

(一)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

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制定«关
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老

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若干意见»«关于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构建

科技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防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分别达到１１个、１个、５个,省部共建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３个、国家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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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２２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科技创新中

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工程研

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省级中试中心、
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分别达到８５
个、１４５个、２６２个、３０个、３９４个.推

进１５个高等学校高端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平台共获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７９０余项.推进集成创新综合体建设,
长光卫星公司等３６３家企业及创新平

台进驻.围绕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建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３３个.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制定出台«吉林省科技小

巨人企业扶持管理办法»,对已认定的

３８９家科技小巨人企业予以扶持.
２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落

实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两所五校”
科技成果转化试点,组织实施“双百工

程”,推动实施重点新产品规模化推进

计划项目２２０项,实现产值４３８２亿

元.投入 ４２５ 亿元设立吉林省 “校
所”基金,１３个项目实现批量生产.加

强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体系建设,全
省共认定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众创空间１０６家(孵化器６１家,众创空

间４５家),拉动创业就业人数５４０００余

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舟桥”机制,
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省校合作)技术

开发计划,推动我省企业与清华、北航

等国内３０余所高校院所实施重点产

学研联合开发项目１７０余项,总合同

金额３５５亿元.推进国家技术转移

东北中心建设,中心平台资源库吸纳

专家４８００名,入库各类科技成果２１３

万项,入驻单位达到１１８家.２０１７年

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促进技术转移

项目３４８５项,同比增长７２２％,促进

项目合同成交额９２１亿元,同比增长

４８１％.２０１８年５月,长吉图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获得科技部批

准,成为全国第７个国家级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
３壮大人才队伍.制定«关于激

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

意见»,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研发人才团

队支持计划、长白山学者计划、科技创

新人才培育计划、乡土实用型专家评

选活动,设立４０个首席技师工作室.
先后引进６５名高层次人才,其中３３人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７名人才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候选人选,１名人才入选国

家万人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才候选人

选.推进职称制度改革,运行职称动

态授权机制,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引

导和鼓励各市(州)实施本地引才工

程,全省人才资源总量达到２２４９万

人,占全省人口的８１７％,其中党政人

才１５３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３７６
万人、专业技术人才１０４１万人、高技

能人才５１４万人、农村实用人才２３４
万人.

(二)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

１.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简

政放权力度,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累计

取 消、下 放 和 调 整 ８９５ 项,削 减 了

６０２３％,国务院取消下放项目涉及我

省的４４２项全部落实.制定«全面推

进“只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吉林省

优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实施方案

(试行)»,各地各部门“只跑一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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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８０％以上,企业投资一般项目审

批压缩到５０个工作日.分３批清理规

范１１７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削
减比例６４３％.建立省、市、县三级政

府部门权责清单,明确了政府部门的

行政权力和对应的责任事项.分户制

定向国家级开发区定向放权清单,实
施“一户一案、定向放权”,共向具备条

件的 １０ 个 国 家 级 开 发 区 定 向 下 放

１８５０余项行政权力.推进商事制度改

革,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实现了“五
十四证合一”,１８１万户市场主体办理

了“多证合一”登记.在全国率先开通

了全省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综合

监管平台.
２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制定«关

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和１５个

配套改革文件,形成了“１＋１５”政策体

系.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制定«省国资

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实施方

案»,确定了３８项监管事项,精简下放

２０项监管事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制定«关于健全完善省属国有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准确界定和

规范企业各治理主体行权边界,强化

权责对等,保障有效履职,形成有效制

衡.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和经营机

制,推动１５０户省管企业及省直部门

企业完成脱钩,３２户企业的９９２亿元

存量资产分别整合注入４户投资运营

公司和部分骨干企业.推进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组织遴选确定１９户

国有企业作为全省首批混改试点.制

定«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

工持股试点的意见»,完成吉林森工集

团、吉煤集团分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试点,全省４７户国有企

业涉及８７０个“三供一业”项目已签订

移交协议８４３个.完成６６３户厂办大

集体改革,安置职工１３２万人.
３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深化价格

改革,制定«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吉林省非公立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及有关问题的

实施意见»等４个重要改革文件,推进

居民用水、用气阶梯价格改革,完成了

城市公立医院价格调整工作,政府定

价项目由１２６个缩减到３１个.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制定«关于设立吉林省民

营银行的方案»«关于促进融资担保行

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等６个重要

改革文件,东北地区首家民营银行一

吉林亿联银行２０１７年５月获批营业.
支持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

司等金融机构,吉林九银金融租赁公

司于２０１７年２月获准开业,全省私募

基金管理资金规模在东北三省排名居

第１位,长白山旅游等５家企业先后首

发上市.推进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改

革,１８个国有林业局转制组建林业专

业公司,国有林场由原来３３８个精简

到８９个.深化电力体制改革,２０１７年

共完成直接交易电量８４亿千瓦时,节
约用电成本１８５亿元.全省党政机

关车改工作基本完成.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制定«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

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和“双
特色”建设、中考高考改革、职业教育

办学模式改革、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改革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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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１实施支柱产业振兴工程.制定

«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发展意见»
和１０条支持政策,２０１７年省属口径汽

车产 销 完 成 ２７１１ 万 辆,同 比 增 长

９５％,实现工业总产值６８４１３亿元,
同比 增 长 １１％,一 汽 集 团 产 值 增 长

８４％.制定«关于加快推动全省新能

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全
省累计１６款新能源新产品进入国家

公告目录,２１款车型进入推荐目录.
制定«关于石化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

效益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７年石化产业完

成 产 值 ２５３６５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１７％,世界最高环保水平环氧丙烷

产业链试车运营,首辆碳纤维车体研

制成功,吉林中研高塑获得军民两用

技术创新应用奖.制定«关于进一步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启动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以上农业产业化

项目５５０多个,拉动投资近７００亿元.
２０１７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

５６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６％.
２实施优势产业发展工程.医药

健康产业,吉尔吉医药健康产业园等

５４个项目竣工,吉林敖东延边药业安

神补脑液标准化建设等８个项目和中

药质量检测技术平台(北方)列入国家

计划,２０１７年全省药品共取得临床批

件３８个、药品批准文号１６个.装备制

造 业,２０１７ 年 长 客 公 司 产 值 增 长

９７％,为美国波士顿生产的首列地铁

下线交付使用,累计培育５０户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企业,光华微电子等２４户

企业入驻长春新区精密仪器与装备产

业园.建筑业,制定«关于促进建筑业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吉林亚泰、吉
林省新土木等企业获评全国首批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旅游业,５A 级景区

运输线路覆盖率实现１００％,冰雪旅游

走在全国前列,接待游客总数１９亿

人次,增长１６％,实现旅游收入３５０７
亿元,增长２１％,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４９８和５９个百分点,国家冰雪旅

游人才培训基地落户我省.避暑休闲

旅游开启新篇,接待游客１亿人次,增
长１６％,实现旅游收入１７５９亿元,增
长２１％.

３实施新兴产业培育工程.推进

实施生物医药、生物制造、电子信息、
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先进装

备制造、节能环保和生物农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９大行动计划.建设高新技

术特色产业基地２１个,工业机器人产

量增长 ２８６％,聚乳酸运行企业 ３４
户,产能达到６万吨.“吉林一号”在

轨卫星已达到１０颗,累计完成８０００余

次拍摄任务.长客股份自主研制的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上线运

营,国内首条无人驾驶地铁开通运行.
４ 实施服务业提升工程.制定

«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实施意

见»,构建支持服务业发展“１＋N”政策

体系,滚动推进１００个重大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完成投资８２８４６亿元,服务业

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４４８％.４２
个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４２０２户,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０２ 亿元.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４５３０亿元,连续

五年增长３０％以上.金融业总体呈现

稳中有进态势,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６％左右.启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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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推动５
个省级服务外包重点园区建设,吉林

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被批准创建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制定«关于

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

实施意见»,全省７４％养老机构能够以

不同形式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服

务.
(四)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１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制定

«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规划»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十大行动的意见»等系

列文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进一步完

善,粮食产量稳定在７０亿斤阶段性

水平,累计调减籽粒玉米５５４万亩,畜
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４６％,畜禽

规模养殖比重达到８７％,主要粮食作

物良种普及率达到１００％.夯实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全省主要农作物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８６％,深松整地面积

１７２３ 万 亩,比 “十 二 五 ”末 增 长

４８５％,航化作业面积３５０万亩(次)
以上,基本实现化肥施用量零增长、农
药施用量负增长.创新现代农业经营

体系,建设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６５３
个,土地流转面积２３６６万亩,占家庭

承包面积的３７５６％,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面积占比提高５个百分点.推进农

产品品牌建设,打造吉林大米、长白山

人参为代表的“吉字号”农产品品牌.
２推进新农村建设.开展美丽乡

村创建示范,建成美丽乡村 ３９０ 个.
落实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在全省４１个县(市、区)开展整

县(市、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３４６１个

行政村通过保障基本、环境整治、美丽

宜居三种类型示范村达标验收,创建

国家、省级“环境整治型示范村”２００
个.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基本完成,全省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扩大到

４２个县(市、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整省试点获批,完成农垦国有农场

土地确权面积３７８万亩,登记发证面

积３４８万亩,５７家农场办社会职能改

革基本完成.推进“粮食银行”业务,
全省开办“粮食银行”达到１６０家.深

化供销社改革,全省“新网工程”各类

网点达到７４７个.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全省６７３％的乡镇建有客运站

(点),全面完成３０００个村级“一站式”
服务平台建设,改造农村危房１１２７
万户,９０％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

治理,规模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废

弃物处理设施比例达到７５％以上.
(五)数字吉林建设序幕全面拉开

１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进一步完

善.实施“宽带吉林”工程,乡镇及以

上地区和农村热点区域４G 网络有效

覆盖,城镇实现百兆以上宽带接入能

力全覆盖,部分提前部署千兆光纤宽

带网络,行政村实现光纤宽带网络全

覆盖,移动宽带普及率达到 ８３４％.
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不

断增强,建立一汽启明等数据中心,华
为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基础工程项目完

工,浪潮长春云计算大数据中心(一
期)建设完成,松原大数据平台上线运

行.数据采集能力有效提升,大连楼

兰科技等１０家企业落户长春新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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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国大数据等７家入驻浪潮长春大

数据产业园.“三网融合”稳步推动,
IPTV集成播控平台已建设完成,电信

运营商 PTV 业务用户规模(联通)累
计超过１３０万户.

２ 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进一步融

合.布局数字吉林建设,制定出台«关
于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与腾讯、华为等企业签署数字吉林、智
慧吉林建设协议,“互联网＋工业”稳
步发展,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

平指数达到７０１８,培育了５４家国家

和７６家省级贯标试点企业,“启明星

云”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发布.
“互联网＋现代农业”持续推进,基本

完成农业卫星数据云平台建设,建成

省级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互联

网＋服务业”积极推进,组织实施６个

国家物联网区域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了IBM 东北卓越等２５个云计算中心,
吉林省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孵化基地进

驻信息服务企业１７家,吉林一号卫星

数据进入应用试验阶段.“互联网＋
公共服务”加快实施,数字政府建设有

序推进,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

区一期建成,实现１１个大场景和２３３
个小场景测试示范功能.

３信息安全保障进一步强化.实

现跨地区增值电信企业IDC/ISP信息

安全管理系统与省管理平台对接.开

展省网络与信息安全综合管理平台升

级改造,完成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木
马和僵尸网络监测与处置平台对接调

试.完成 DNS域名信息安全管理建

设,切实提升网络安全处置能力.强

化与气象、防汛抗旱等部门间的应急

联动和情况通报机制,突发事件防范

处理能力切实增强.
(六)民营经济稳步发展

１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

定«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成
立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制
定«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孵化

资金及引导基金运作方案»和«基金管

理暂行办法»,初步形成投资１０００万、
融资３０００万的有偿扶持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基金池,吸引和稳定２８万

人在吉林就业创业.开展中国创新创

业(吉林赛区)大赛、吉林省“双创”活
动周、吉林省科技活动周等活动.截

止２０１７ 年,建成各类创业孵化平台

８０５个,认定３大类２１个单位为省级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长春新区、吉林大

学、长春光机所、长春国信现代农业公

司获批成为第二批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新登记市场主体增长８１％,“双
创”带动就业超过１８５万人.

２民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制定

«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民营经济加快

发展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７年民营经济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７％,全省民营经济增

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５１７％.放宽

民间 资 本 进 入 的 行 业 和 领 域,截 至

２０１７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２０１户,注
册资本金总额２５７亿元.扩大助保金

池业务规模,全省投入运营助保金池

２４个,贷款余额２２６亿元.成立东北

地区首家民营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

行在我省开设省级分行,设立省级科

技风险投资基金,截至２０１７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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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到位４８亿元,储备投资项目４００
余个.推动传统优势产业与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有效融合,引导制造业

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以民营经济为主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展现出良好发展态

势,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战略性新兴产业

贷款余额 ４９６ 亿元.长春、辽源、通

化、白山等４个国家东北地区民营经

济发展改革示范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辽源东北袜业产业园等３个创新创业

基地获批“国家小微型企业创业示范

基地”.
(七)空间布局不断优化

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进一步细

化完善.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落实中东西“三大板块”区域发

展战略,谋划提出吉林省“一主、六双”
产业空间布局.突出“一主”辐射带动

作用,逐步将长春市打造成东北亚区

域性中心城市.推动产业集聚,打造

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长辽梅通

白敦医药健康产业走廊.扩大开发开

放,打造沿图们江—鸭绿江开发开放

经济带、沿中蒙俄开发开放带.融入

“一带一路”,打造长通丹出海通道、长
吉珲大通道.提升旅游业,打造长通

白延吉长旅游大环线、长松大白通河

湖草原生态旅游大环线.引领数字吉

林建设,打造长春创新创业基地、白城

国家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加快一体

化进程,推动长吉一体化协同发展、长
春公主岭同城化协同发展.

２“多规合一”试点取得新突破.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选择长

春市域作为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推进

实施“多规合一”.完成长春市域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

宜性评价,科学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

制线和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

间.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的核心内

容,明确长春市空间发展战略定位、目
标指标、战略格局以及城乡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安排等重大发

展布局,编制形成了长春市空间规划.
研究制定省级空间规划编制办法、用
地分类标准、差异用地处理意见、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等１０项技术规程,实现了空间规

划编制基础“六统一”.
(八)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

１特色城镇化取得新成就.制定

«关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分类进城落

户的意见»«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意见»«吉林

省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实施细

则»等重要文件,全省累计吸引２４３
万外来人口落户城镇.实行居住证管

理制度,累计制发证件４８７万张.城

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被
列为国家唯一城市综合管廊试点省,
２１个城市建成廊体１６３６２公里,长春

地铁１号线、２号线、轻轨北湖线实现

运营,白城市被列入国家第一批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城市,长春、四平、通化、
辽源、梅河口、珲春等６个城市开展了

省级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国家新型城

镇化试点示范效应不断显现,长春推

进市辖经济区同行政区合署办公,吉
林市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延吉市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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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二道白河

镇推动机构精简和职能相近部门合并

等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推进２２个

特色示范城镇建设、１８个重点城镇扩

权试点、５个生态城镇化试点,谋划创

建５０个左右特色产业小(城)镇,初步

建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形成一

批可推广复制的经验模式.
２城乡发展不断融合.推动基础

设施向农村延伸,全省９８８％的行政

村通光纤宽带,９９％的农村家庭宽带

接入能力达到２０Mbps.推动公共服

务向农村延伸,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年活动,基层卫生院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村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设

施进一步完善,向农村人口免费提供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推动省级农村金

融综合服务公司、省级物权融资服务

公司开展市县乡村四级网点建设,建
设完成３４０多个标准化乡村级金融服

务站.加快农村文化事业发展,２０１７
年完成１６５７个农村文化小广场建设.

３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完善扩权

强县改革试点,全省扩权强县改革县

(市)达到１５个,幅员面积、人口规模

和经济总量均达到县域的３５％以上.
扩权县(市)行政效能成倍提高,差异

化扶持政策收效明显,自主发展能力

全面增强,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主
要经济增长指标、环境和扶贫考核指

标排序处于全省县域发展前列,有力

带动了全省县域经济发展.２０１７年县

域经济增长５％,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５３％,其 中 １５ 个 扩 权 县 (市)增 长

８７％.全省共有１５个县(市、区)纳

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１８
个县(市、区)被确认为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城乡居民收入比

从２０１２年的２３５:１降至２１９:１,县
域居民消费信心显著增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保持年均１０％以上增长.
(九)基础设施支撑能力进一步增

强

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

１８８５公里,建成４８９公里,建设国省干

线公路８５３公里,建成３３１公里,新改

建农村公路４９０４公里,所有市(州)和
８０％县市通高速公路,市(州)到所辖

县(市)均实现二级以上公路连接,县
市至所辖乡镇基本通三级以上公路,
所有乡镇及建制村通硬化路.形成以

哈大、珲乌“大十字轴”为主骨架的快

速铁路网,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５０２２公

里,路网密度达到２６８公里/万平方公

里.民航运输网络积极拓展,“一主多

辅”机场群逐步完善,白城机场、松原

机场建成通航,新建四平机场启动预

可研报告审批,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二

期扩建工程竣工,吉林机场改扩建和

长白山机场扩建工程积极推进,干支

结合的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综合枢

纽建设稳步推进,实施联程联运＋区

际城际模式试点,推进公路客运与机

场、高铁服务融合.
２能源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稳步

发展,白城、松原、四平等地区风光互

补、光伏＋农业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

目投产建设,长春、吉林等地区光伏建

筑一体化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推广实

施.推进“两个替代工程”,桦甸凯迪、
镇赉众合生物质发电项目实现并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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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延吉、梅河口等垃圾焚烧电站项目

顺利实施.２０１７年全省风电、光伏、生
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达到５０５万千瓦、
１５９万千瓦、４０万千瓦.推动燃煤电

厂关停和节能环保改造,全部完成“十
三五”期间火电机组关停任务.能源

通道建设稳步推进,扎鲁特—青州特

高压电力外送通道主体工程线路全部

贯通.“气化吉林”惠民工程有效推

进,累计建成天然气长输管道１４００公

里,县级以上城市燃气管道覆盖率达

到７０％,城镇人口气化率达到６０％.
３水利基础设施.水资源配置进

一步优化,继续实施中部城市引松供

水跨流域引调水工程,启动吉林西部

供水工程,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建设,２０１７年全省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达到８０３％,集中供水率达到

７０％.防洪抗旱 减 灾 能 力 进 一 步 提

高,继续推进月亮泡蓄滞洪区工程建

设,启动４３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继续

推进洮儿河等７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实施月亮泡东

等６处中型灌区项目建设,初步完成

前郭等４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试

点示范片区建设,全省有效灌溉面积

达到３２８９万亩.
(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１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定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坚

决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截至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我省的６７项具体问题,已整改

完成１１项,５６项达到序时进度.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大力治理雾霾,加大秸

秆露天禁烧力度.基本淘汰地级及以

上城市建成区内１０蒸吨及以下燃煤

小锅炉.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两年

全省新增和更新公交车辆２６０７台,其
中新能源车辆１７５７台,占６７％.２０１７
年全省能源消费总量８０１５万吨标煤,
比２０１５年减少１２７万吨标煤,年均下

降０７８％.进一步落实«吉林省清洁

水体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出台

实施«吉林省清洁域内辽河水体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深化完善“河长制”
“湖长制”,推进松花江、东辽河、伊通

河、浑江等重点流域治理.实施上下

游补偿政策.推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工作,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监

管及水质预警.推动污水提标改造和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２０１７
年新增污水处理能力５０万吨/日.制

定«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搞好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落实相关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项目和部门责任,严格控

制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２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取得

新突破.严格执行能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重新修订«吉林省节约能

源条例»,推动实施道路照明改造、综
合能效提升等节能工程,能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目标达到国家进度要求.
修订全省绿色制造资金支持方向和标

准,重点开展工业节能节水、清洁生

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大气污染防治等

重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推进节

水农业技术示范,建立松原宁江区和

乾安县２个节水农业示范区.推进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在全国率先出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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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空间用地管理办法,开展建设用地

总量与强度“双控”行动.推进绿色矿

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完成国家第三批

１９个绿色矿山试点单位验收.开展矿

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以奖代补”项
目绩效评价,重要矿种开采回采率、选
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三项指标逐步

提高.推进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制
定«关于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的指导意见»,在长春、吉林、四平、
松原和农安等１８个县市推动实施秸

秆综合利用试点,全省秸秆综合利用

率达到７５％左右.
３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新进

展.完善并推行排污许可制,制定«吉
林省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建立企业

环境信用记录,制定«吉林省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办法(试行)».建立健全省

级环保督察机制,完善省以下环保机

构监测监察垂直管理体系.强化环境

风险防范,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

理体系,修订«吉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推进延边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试点,编制«国有林区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操作指引»,推进扩大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范围改革和完善土地二级

市场试点.完成«关于健全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等２９项生态文

明改革任务,组织全省１１个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编制完成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
(十一)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

１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制

定«吉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２１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实 施 方

案»,全省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达到

８４个,计划总投资超过３００亿美元.
深入实施长吉图战略,长春新区获批,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获准开展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服务出口业务,“长满欧”
纳入国家«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
中新吉林食品区具备承载百亿元产业

项目入区条件,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引进韩国浦项、韩国现代、香港豪德等

国内外５００强企业落户.外贸进出口

逆势上扬,年均增长１２４％.推进“滨
海２号”通道建设,珲春—扎鲁比诺—
釜山航线货运量增长６５％,珲春—扎

鲁比诺—束草航线恢复运营.推进对

外人文交流,培育建设国家级国际合

作基地１９个,全省３５所高校与近５０
个国家和地区约８００所高校、科研机

构和国际学术组织建立了合作交流关

系,在俄罗斯、韩国等１３个国家举办

了１４场吉林文化周、电视周等交流活

动,建立了５６对友好城市关系.
２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取得新突

破.中俄科技园累计孵化企业８０余

个,与俄罗斯等国家签署科技合作协

议５０余项,组建中俄联合实验室及工

程中心８个.一汽集团海外整车装配

基地成为我国首家在非洲完成产销本

土化产业链的制造企业,产品辐射南

部及东部非洲近１０个国家.中车长

客产品先后出口美国、澳大利亚等２２
个国家和地区,泰源农牧业俄罗斯产

业园区等３个境外园区均实现企业入

驻.在坦桑尼亚、越南等１１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KD项目初步完成布

局,建立柬埔寨吉林省综合产业园区,
引导炼油、发电、汽车组装、纺织袜业

等领域企业入园经营.中油吉林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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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炼油厂项目、省送变电公

司巴基斯坦直流输电项目、东北电力

设计院印度尼西亚生物质电站项目等

持续推进.
３国内区域合作不断深化.推进

与浙江全方位对口合作,９个市(州)、２
个扩权强县试点市和长白山管委会与

浙江省结对城市建立了对口合作关

系,在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装备制

造、医药健康、旅游、现代农业等多个

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浙江“最多跑

一次”、特色小镇等一批改革经验在我

省落地生根.推动与环渤海、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珠三角等区域合作,分别

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签署“１＋N”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国务院国资委

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成功举办了外交部吉林全球推介、
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全球吉商大会、
中国—北欧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外国

使节走吉林、沪粤企业家吉林行、北京

市国企走进吉林、央企吉林行、百家上

市公司吉林行、苏粤经贸交流、金融助

振兴吉林行动等重大招商引资活动.
４对外通道进一步畅通.中朝圈

河至罗津公路全线贯通.圈河口岸跨

境桥建成通车,开工建设中朝集安、图
们口岸大桥及珲春西炮台至长岭子口

岸一级路.珲春—罗津—上海(宁波)
内贸货物跨境运输正式开展集装箱业

务,珲春口岸成为全国首批进境粮食

指定口岸.中俄珲春马哈林诺铁路实

现双向常态化运营,中蒙“两山”铁路

项目前期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

便利化加快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上线运行,口岸功能和通关效率大

幅提升.通化内陆港对外开放进程加

快,长春兴隆铁路口岸获批临时对外

开放.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全省口岸进

出境货运量累计实现９２２万吨,年均

增长２１７％.
(十二)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１打好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确

立“防处硬措施、风险软着陆”工作方

针,建立健全五级督导指挥体系,穿透

摸清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机构风

险,管控涉险单位资金、资产、责任人,
统筹维护舆情、社会、流动性稳定,金
融风险防范化解取得阶段性成效.农

合机构风险化解工作纵深推进,重点

机 构 风 险 资 金 敞 口 较 峰 值 压 降

５１１％.出台非法集资陈案积案化解

三年攻坚计划,“赛诺斯”“佳林”等重

点案件善后处置有序推进.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转段推进,P２P网络

借贷风险处置应对扎实有效.建立政

府举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制度办

法,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融资担保

行为,多渠道化解存量债务,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建立健全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全省信用信息

数据交换平台开发上线“双公示”报送

系统.
２法治吉林全面推进.高质量完

成立法任务,１７部地方性法规和９部

省政府规章实现审核上报.法治政府

建设加快,行政执法行为日益规范,行
政裁决、行政调解和仲裁制度更加完

善.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农村普

法阵地“四个一”建设稳步推进.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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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组织日益完善,组建道路交通、医
疗纠纷、劳动争议、消费纠纷、旅游、保
险、妇女权益维护等行业性专业性人

民调解组织,实现村(居)社区、乡镇

(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创建“网
上百姓说事点”、“网上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纠纷调解平台,９８％的村和社区

实现民间矛盾纠纷“零激化”目标,“民
转刑”案件同比逐年下降.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投入专项资金２４亿元

用于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和瓦斯防治,
建成覆盖所有县(市、区)的通信应急

指挥平台系统,组建４个安全生产应

急联动协作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进

一步完善,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切实增

强.制定４０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抽样实现市(州)、县
(市、区)全覆盖.

(十三)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高

１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制定

«关 于 全 面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的 实 施 意

见»,构建“１＋N”扶贫政策体系.严格

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开展“千个单位

包村、万名干部包户、百万党员参与帮

扶”活动.加大资金投入和整合力度,
截至２０１７年,累计下拨中央和省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３７５亿元,８个国家

级贫困县整合财政涉农资金５９１亿

元.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扶贫信息大

数据系统,实行贫困人口退出县级查

验全覆盖,贫困村退出市级查验全覆

盖,脱贫攻坚巡视、审计全覆盖.突出

抓好特色产业扶贫,总结推广２０种特

色产业扶贫模式.扎实开展专项攻坚

行动,明确行业部门重点任务部门责

任清单,８８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

改造全部完成,８０８６万农村人口饮水

安全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全省建制村

通硬化路率达１００％,自然屯通硬化路

率达７６２％.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到９９７５％.全省完成减贫 ５１７ 万

人,贫困发生率由４９％下降到１３％.
２就业质量与人民收入水平稳步

提高.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

就业政策,有效破解妨碍劳动力、人才

社会 性 流 动 的 体 制 机 制 弊 端,截 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累 计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１３７８７万人.继续加大困难人员和残

疾人就业援助,全省培训残疾人６２６０２
人(次),新增城镇残疾人就业１６７１３
人.收入分配改革稳步推进,建立健

全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机制、企业最

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建立企业薪酬

调查和制造业人工成本监测制度等一

系列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
３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建立

覆盖城乡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大病救治基金、社会慈善救助和

疾病应急救助“５＋１”多层次医疗保障

体系,在全国率先实现大病保险全覆

盖、率先支付制度改革,扩大医疗保险

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范围.退休人员养

老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进一步健

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１４
年连续调整.残疾人权益得到进一步

保障,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达

到 ６９２９％,辅 助 器 具 适 配 率 达 到

９５６３％,残疾儿童康复实现有一助

一,全省３２２万名残疾人纳入低保、
１０３万名重度残疾人得到重点保障,
为１７３７４名残疾人提供多元化托养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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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教育现代化持续推进.全面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健全覆盖各级各类教育学生

的资助体系.实施学前教育第三批行

动计划,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初步缓

解.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发展,全省１９个市辖区全部推行城

市义务教育大学区管理,城区学校和

学生覆盖率实现两个百分之百,国贫

县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率先达

到国家规定要求,６０个县(市、区)全部

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

家评估认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比例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１５个百分点.全面推行义务教

育阶段“阳光招生”“阳光分班”,取消

特长生招生,优质高中指标生比例高

于国家要求２５个百分点.实施高中

阶段普及攻坚计划,遴选首批１９所普

通高中作为多样化发展试点学校.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建立

职业教育集团４４个,启动２５个省级现

代学徒制试点,其中９个入选国家试

点.高等教育提前进入普及化阶段,
吉林大学进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

单,东北师范大学和延边大学进入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３所学校共有

１２个学科进入“双一流”学科建设名

单.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全面启动,建
立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

技能型高校为基本框架的分类体系,
引导高校立足不同类型科学定位.民

办教育得到更大支持和发展,新设(转
设)民办高校６所.

５文化强省建设步伐加快.扎实

开展党的十九大主题宣传活动,全省

建立新时代传习所１６９４６个,申报成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推进全媒体理论宣传栏

目“好好学习”建设,深入实施“青马”
工程.扎实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深化拓展“吉林好人—引领风尚—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实践活动,推出黄大年、郑德荣等一批

全国重大典型.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推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
明社区和文明单位,打造和提升“吉林

志愿者”品牌.全民阅读工程深入实

施,建设农家书屋９３６５个,建设“书香

吉林社区阅读空间”１８３９个.影视精

品节目多点开花,７０项栏目节目获得

国际、国家级奖项.推动各民族文化

交融创新,持续推进３８个少数民族文

化体育传承基地建设,打造一批民俗

文化展示馆.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全
省县级以上城市均完成“１５分钟健身

圈”建设,竞技体育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全国第十三届冬季运动会、里约奥

运会、第八届亚冬会、第十三届全运

会、第２３届冬季奥运会上,吉林代表

团不断创造佳绩,刷新多项新记录.
文化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新建数字

影院６６座,新增银幕３８４块,累计实现

票房收入１５４２亿元,«思榕»、«难懂

青春心»获得２０１７年“原动力”中国高

校动漫出版孵化计划优秀作品奖.
６健康吉林扎实推进.制定«加

快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印 发 «“健 康 吉 林 ２０３０”规 划 纲

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分
级诊疗制度初步建立,全民医保制度

已经形成,建成全国首家省级药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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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购“五统一”服务平台.法定传染

病发病率连续三年排全国第３１位,保
持全国最低流行水平.进一步扩大农

村妇女“两癌”覆盖范围,持续实施国

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目标

人群覆盖率达８０％.中医药事业获得

长足发展,形成医疗、保健、科研、教

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新格局,在全

国率先实现县(市、区)中医药管理机

构全覆盖.基层中医药服务环境得到

大幅改善,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
居民对中医药健康知识的关注度、中
医药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三、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

题

“十三五”以来,国内外发展环境

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形势、新阶段对吉林发展提出了新

的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东北振兴发展存在着体制机制短

板、经济结构短板、民营经济短板、生
态建设短板.从我省来看,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营商环境需进一步改善.思

想观念不够解放,市场经济意识不强,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机制尚未

建立,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较多.政府

行政运行机制不活,缺乏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的工作思维和服务意识、契约

意识,“放管服”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人才流失问题突出,与沿海发达地区

相比,我省吸引人才政策力度不够、优
势不明显.创新创业环境仍需优化,

社会组织发育迟缓,资本、技术、劳动

力、产权市场不发达,缺少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尚未得到根本缓解,要素成本和企业

生产成本较高,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

０７８１７元/千瓦时,仅低于北京,为全

国第二.
(二)经 济 增 长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较

慢.新动能培育不足和旧动能减弱的

矛盾突出,经济稳增长压力较大.传

统产业比重较大,汽车产业“一柱擎

天”,石化、农产品加工产业仍占较高

份额,中小企业配套率低,集群效应不

够明显.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
产业发展不足,创新投入少,科技成果

熟化和转化能力较弱,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仅占全国的０４％.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度不高,“互联网＋制造业”
进展缓慢,小卫星、无人机等应用产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仅

为５％,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７５个百分

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现代服

务业水平不高,仅占服务业总量３０％
左右,研发设计、现代供应链、人力资

本服务、检测检验、融资租赁、电子商

务等为制造业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有待

提高.
(三)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总量

规模小,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１０ 个百分点.
龙头 企 业 少,２０１７ 年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５００强中,我省仅有２家.自主发展能

力弱,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多为国有企

业的附属和配套.特别是当前,融资

难、招人难、创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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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发展,金融机构存在惜贷、压

贷、断贷情况,民营企业短贷长投现象

较为普遍,面临较大资金链断裂风险.
民营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
管理不够规范,工资水平不高,对人才

吸引力不够.据抽样调查,２０１７年我

省中小企业在职职工平均工资为２７６７
元/月,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职工

的５４％.民营企业普遍创新投入不

足、创新能力不强,新技术、新产品开

发迟缓,难以适应市场变化需求.原

材料价格和人工、物流、环保等成本增

加,民营企业经营成本总体上升、经营

压力进一步加大.
(四)生态环保压力较大.部分自

然保护区内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建设问

题,毁林、毁草、毁湿地等现象依然存

在,珲春东北虎、向海、查干湖、雁鸣

湖、大布苏、莫莫格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存在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大气环

境污染问题仍较突出,中部城市群重

污染天气呈高发频发态势,原煤散烧

污染治理进展缓慢,大型集中供热设

施没有实现全覆盖.水污染防治任务

繁重,全省劣V类水体占比达２０８％,
高于国家控制目标１４７３个百分点,
因辽河流域水质下降,长春、四平、辽
源、白城被环保部通报.土壤环境污

染不容乐观,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现象

较普遍,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难度较大,
部分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防治设施

不完善.在全省“十三五”规划实施中

期问卷调查中,人民群众对环境满意

度不足５０％.
(五)经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和隐

患较多.金融风险不容忽视,金融机

构不良贷款率比例在全国处于高位,
部分农合机构历史包袱重,不良贷款

余额大、比例高,化解难度较大.政府

债务风险需要高度关注,部分地区债

务风险指标超出国家风险预警线,局
部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各级财政增收

压力较大,普遍存在减收趋势,部分市

县地方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人口老

龄化、少子化严重,离退休人员成本不

断增加,养老保险支撑能力快速下降,
２０１７年抚养比仅为１３９:１,全省有１２
个县(市)不到１: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付风险逐步加大.食品药品、医疗

卫生、安全生产等领域仍存在薄弱环

节,潜在的社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仍

然较多,应急处置机制有待完善,监管

工作亟需强化.
四、推进规划实施的对策建议

深入实施“十三五”规划,必须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优化营

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以培育

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

生动力;科学统筹精准施策,构建协调

发展新格局;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

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深度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

高地;更加关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让
人民群众共享振兴成果,推动形成营

商环境好、创新能力强、生态环境优、
发展活力足的振兴新局面.

(一)建设数字吉林,培育壮大新

动能.贯彻落实«关于以数字吉林建

设为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以数字化、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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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为核心,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先

导,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深入

实施“五大任务”“十大工程”“十大工

作举措”.加快建设全省全流程一体

化在线服务平台,完善全省统一的数

据共享平台,建设“政务服务超市”,推
进建设华为云计算、浪潮大数据等重

大工程和１００个重大项目.落实与腾

讯、华为等企业签署的数字吉林、智慧

吉林建设协议,强化一汽集团、长春新

区等区域载体带动作用,打造一批智

能制造等数字经济示范新高地.推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

数字技术向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

节广泛渗透,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形成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的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打造数字

经济新增长点.
(二)推进中东西区域联动,完善

协调发展新格局.支持中东西“三大

板块”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

区域合作,加快在资源、产业、区位、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协调联动发展.大

力推进中部自主创新和产业发展,支
持长吉产业向东西部转移,共建产业

园区合作平台.立足东部冰雪森林等

生态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大力

发展旅游、医药、矿泉水和新材料等优

势产业.支持西部依托能源、生态优

势,大力发展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

产业和生态旅游、现代农业.推进实

施“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突出

“一主”,以长春为主要区域,辐射带动

吉林、四平、辽源、松原,形成“长春经

济圈”,把长春打造成“东北亚区域性

中心城市”.打造“双廊”(环长春四辽

吉松工业走廊、长辽梅通白敦医药健

康产业走廊),推动产业集聚,形成产

业集群.打造“双带”(沿图们江鸭绿

江开发开放经济带、沿中蒙俄开发开

放经济带),扩大开发开放,激发振兴

发展活力.打造“双线”(长通白延吉

长避暑冰雪生态旅游大环线、长松大

白通长河湖草原湿地旅游大环线),推
动“全域旅游”,把我省打造成为东北

亚重要的旅游集散地.打造“双通道”
(长白通(丹)大通道、长吉珲大通道),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打造“双基地”
(长春国家级创新创业基地、白城国家

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引领“数字吉

林”建设.推动“双协同”(长春吉林一

体化协同发展、长春公主岭同城化协

同发展),探索建立区域联动发展模

式,优化城市发展格局.
(三)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
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取消和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减少前置审批事项,推动

直接放权给市场主体.深入实施“只
跑一次”改革,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
全面推进办事事项标准化,强化平台

技术支撑保障.进一步降低创业门

槛,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

争的规定和做法,建立地区封锁、行业

垄断行为审查撤销机制.推进企业投

资项目审批流程再造,全面推动实施

并联审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流

程.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行工商登

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营业执照,探索

开展简易注销登记试点,加强商事制

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深化国资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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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加强国有资本监管,严格规范省

属国企对外投资,支持一汽集团、吉化

公司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推动酒精

集团、吴融集团等企业完成改革任务,
全面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实体企

业成本,疏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通道,加强产业、财税、金融、投资、监
管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加大减税、
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力度.

(四)推动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

间.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扩大与东

北亚各国经贸合作,深入推进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

交流合作,深化全方位对口合作、多层

次战略合作、紧密型专业合作、前瞻性

共建合作、开放性国际合作,建立完善

东北内部协同发展机制.构建沿边开

放和中蒙欧国际大通道,推进与俄共

建“滨海２号”国际运输走廊,稳定运

营连接日韩的国际陆海联运航线,进
一步拓展连接我国东南沿海的内贸外

运航线,稳妥推进中俄边境口岸铁路、
公路和跨境口岸桥建设.完善提升长

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中新吉林食品区、
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通化国际内陆

港务区等平台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功

能,积极建设中俄珲春哈桑跨境经济

合作区、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和龙边

境经济合作区等对外开放合作平台.
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大力发展边境贸易、服务贸

易、加工贸易,支持轨道客车、自主品

牌汽车、换热器、风电设备等优势技术

装备开拓国际市场,鼓励肉制品、蔬

菜、水果等优质农产品出口.积极应

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强同欧美国家在

科技、产业、贸易、金融等领域交流合

作.鼓励一汽、长客、东北工业等有实

力的企业“走出去”,重点在装备制造、
食品加工、农林牧生产、矿产资源开发

等领域开展国际产能和对外投资合

作.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坚持招商招

才并举、引资和引技引智并重,围绕重

点产业、园区、项目,加快引进国内外

战略投资者、高层次人才、先进技术、
创新成果、管理经验、经营方式,发挥

各类展会和节庆活动的交流平台作

用,做好对外宣传.
(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率先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

格局,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

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全程机械

化,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及推广应用,在
稳定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开展

休耕、轮耕试点,扩大有机农产品种植

面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创建家

庭农场联盟,开展省级农民合作社示

范.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重点开发

应用农业大数据,推进发展可视农业、
精准农业和主要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体

系,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推动创建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强化农

产品品牌建设,重点培育大米、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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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粮杂豆、人参、山珍和优质畜产品六

大“吉字号”品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推进新农村示范区建

设,打造农村美丽家园.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畅
通农村公路.实施农民增收行动计

划,抓好返乡创业基地和孵化基地建

设,打造“农村半小时就业服务圈”.
夯实农村基层基础,健全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

就一支懂农业、爱农业、爱农民的“三
农”工作队伍.

(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增强发

展活力.着力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和

引导民营企业进入金融、石油、电力、
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经营领域.进

一步放宽股本比例限制,支持民营企

业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

组,积极兴办民营银行、民营投资公司

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建立政府(园区)、
金融机构与企业风险共担的金融模

式.推动“银政企保”合作,重点为民

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提供担

保.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

展技术市场,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提

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化服务.支持民营

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改

革,发展壮大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

力强的民营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建
设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等十大民营

经济产业集群.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

主体创新创业,实施百强民营企业、千
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万户成长型小

微企业培育工程,滚动实施民营企业

上市培育工程,提升民营经济发展质

量.
(七)强化人才引领,提升发展支

撑能力.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深
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创新人才

培育机制、市场体系、评价体系,改变

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

评价标准的做法,构建具有吉林特点

的人才政策和制度安排.统筹留住用

好域内外人才资源,实施“长白山人才

工程”,贯彻落实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五年计划,全面加强党政干部人才、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

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开放力度,逐
步形成全球选才、跨国用才机制,定期

开展集中性海外人才,提升在更大范

围内配置人才资源能力.持续优化人

才发展环境,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

直接联系人才机制,完善引才配套政

策,帮助人才解决住房、子女就学、就
医、社保、出入境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为人才干事创业解除后顾之忧.深入

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

时代”活动,学习宣传黄大年、郑德荣

等先进典型.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

的战略地位,打造一流人才生态省份,
从源头上解决人才流失问题.

(八)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打赢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建立健全风险预

警监测体系和社会征信体系.坚决防

控金融风险,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
稳妥处置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妥
善化解交易场所风险,深入开展非法

集资、互联网金融等专项整治行动,严
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住不发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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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决防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借、用、
还”一体化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健全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终身

问责、倒查问责等机制,压缩存量隐性

债务,遏制新增隐性债务,逐步减少债

务总量.坚决防控房地产领域金融风

险,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有效稳定房价.打好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责任制,进一步完善

攻坚政策、责任、投入、动员、督查考核

等体系,形成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实

施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加大资金和项

目支持力度,补齐薄弱地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短板.加强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精准

发力,落实财政投入、金融支持、项目

倾斜、人才支持、社会帮扶、基层建设

等支持政策,加快低保、扶贫“两线”衔
接,强化教育、医疗等长效制度保障.
探索扶贫开发新模式、新路径,持续抓

好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生态扶贫、光
伏扶贫等特色产业扶贫,推动就业创

业扶贫,推广扶贫车间下基层模式.
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建设专

项治理,科学实施减贫任务核查验收,
确保２０２０年从根本上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执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

和土地管理制度,深入实施清洁空气、
清洁水体、清洁土壤“三大行动”,坚决

打好蓝天、碧水、青山、黑土地和草原

湿地“五个保卫战”,深化完善“河长

制”“湖长制”,到２０２０年力争基本消

除重污染天气,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面完成国家下达

的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任务.完成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统筹搞好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
全面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持续开展省级环保督察,坚决打好

东辽河流域治理等标志性战役,抓好

查干湖生态保护,推动生态环境整体

改善.
(九)补齐民生短板,让人民群众

共享振兴成果.围绕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稳妥

解决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收
入、社保、教育、养老、安全等重点领域

问题,加快解决棚户区改造逾期未安

置和“无籍房”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促

进大学生就业,扶持退役军人就业,支
持困难人员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努力提高

居民收入,明显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努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缩小城

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

距,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
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

低工资增长机制.建成可持续、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城

乡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医

疗保险制度.围绕教育、医疗、养老、
公共服务和老旧小区整治等领域,加
快建设一批重大民生公益类项目.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深刻吸取长生疫苗

案件教训,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发生,建立健全应急保障机制,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加强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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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边境管控、社会治安和信访等领域

工作,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扎实推

进平安吉林建设.
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全会批准通过的“十三五”规划

«纲要»,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
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是全省各族

人民的共同愿景和行动纲领.两年多

来的实践证明,规划«纲要»所确定的

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

举措是正确的,规划实施总体上是顺

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未来两年的任

务是相当艰巨和繁重的.我们要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下,在吉林省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团
结并依靠全省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继
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为推动“十三

五”规划顺利实施,早日实现幸福美好

吉林目标而努力奋斗!

关于«吉林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中期评估报告»的说明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安桂武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要求,受
省政府委托,我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的«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

报告»(以下简称«中期评估报告»)作
如下说明.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省政府于今

年３月,组织开展了吉林省“十三五”
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工作,采取自

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的方式进行,并形

成了«中期评估报告».经省委同意,

１１月６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中期评估报告».１１月２０日,省人大

财经委初审通过«中期评估报告».
一、关于“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

“十三五”时期,省政府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

省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十二届人大五

次会议决议要求,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三个五”和中东西发展战

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迈出新步伐.

(一)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

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推动创新发展.
科技创新取得新成就,推动实施

重点新产品规模化推进计划、产学研

联合技术开发计划、重大科技项目研

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围绕支柱产业、
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建３３
个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创新取得

新进展,实施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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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新能源汽车等９大行动计划,推
进数字吉林建设十大工程,全省１６款

新能源汽车新产品进入国家公告目

录,长客股份自主研制的“复兴号”中
国标准动车组正式上线运营,“吉林一

号”在轨卫星达到１０颗.体制机制改

革取得新突破,省级行政许可事项累

计取消、下放和调整８９５项,“只跑一

次”事项达到８０％以上,企业投资一般

项目审批压缩到５０个工作日,１８个国

有林业局转制组建林业专业公司.
(二)以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动协调发

展.
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推动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全省吸引２４．３万农

民落户城镇,长春、吉林等１１个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有序推进,１５个

扩权强县改革县(市)发展能力全面增

强,２２个省级特色示范城镇建设成效

显著.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进一步完

善,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７００亿斤阶

段性水平,主要粮食作物良种普及率

达到１００％,基本实现化肥施用量零增

长、农药施用量负增长.基础设施支

撑能力进一步增强,高速公路新增４８９
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５０２２公里,
长春地铁１、２号线实现运营,白城机

场、松原机场建成通航,长春龙嘉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
全部完成“十三五”期间火电机组关停

任务,中部城市引松供水、河湖连通等

重大水利工程顺利推进.
(三)以污染防治、资源节约利用

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重点,推动绿

色发展.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

实施清洁水体行动计划、清洁土壤行

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深化

完善“河长制”“湖长制”,推进松花江、
东辽河、伊通河、浑江等重点流域治

理,实施上下游补偿政策,严格控制重

金属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基本实现

秸秆禁烧,基本淘汰地级城市建成区

内１０蒸吨及以下燃煤小锅炉.推动

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严格执行

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道

路照明改造、综合能效提升等节能工

程,推动节水农业技术示范、绿色矿山

发展示范和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到７５％.加强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完成«关于健全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等２９项生态文

明改革任务,建立省级环保督察机制.
(四)以融入“一带一路”、长吉图

战略实施和对口合作为重点,推动开

放发展.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全省与国

外建立了５６对友好城市,国际产能合

作重点项目达到８４个,计划总投资超

过３００亿美元,一汽集团海外整车装

配基地成为我国首家在非洲完成产销

本土化产业链的中国制造企业,中车

长客产品先后出口美国、澳大利亚等

２２个国家和地区.长吉图战略深入实

施,长春新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长春

兴隆综合保税区正式运营,圈河口岸

跨境 桥 建 成 通 车,珲 春 － 扎 鲁 比 诺

港—舟山港内贸货物跨境运输航线开

通运营.对口合作深入开展,全省与

浙江全面建立了结对城市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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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进浙江项目 ９６ 个,投资总额

５３１亿元.吉林省与北京、上海、江苏、
广东、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区签署“１＋
N”合作协议,成功举办了外交部吉林

全球推介、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全球

吉商大会、金融助振兴等重大招商活

动.
(五)以脱贫攻坚、民生保障和公

共服务能力建设为重点,推动共享发

展.
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建立脱贫

攻坚工作责任制,强化包保帮扶,构建

“１＋９＋３６”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共计

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７６．９亿元,８８
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全部完

成,减 贫 ５１７ 万 人,贫 困 发 生 率 由

４９％下降到１３％.民生保障水平持

续提高,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累计城镇

新增就业１３７８７万人.实施学前教

育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初步缓解,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就读公办学校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１５个百分点.健康吉林扎实推进,
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制度初步建立,法
定传染病发病率保持全国最低流行水

平,率先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文化、
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事业蓬

勃发展.
二、关于“十三五”规划指标完成

情况

“十三五”规划设置了五大类共２８
项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创新驱动类包括４项指标.每万

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和互联网普及率

２项指标超过规划中期进度,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和 R&D经费投入强度２项指标未

达到规划中期进度.
结构调整类包括３项指标.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指标超过规划

中期进度,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

重和城镇化率２项指标未达到规划中

期进度.
经济发展类包括３项指标.全员

劳动生产率指标超过规划中期进度,
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２项指

标未达到规划中期进度.
资源环境类包括１１项指标.耕

地保有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万元

GDP用水量、单位 GDP能源消耗、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空气质量、主要污

染物排放、湿地等９项指标超过规划

中期进度,森林覆盖率、蓄积量和地表

水质量２项指标未达到规划中期进

度.
社会民生类包括７项指标.居民

收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率、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贫困人口减少、城
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等７项指标均超过

规划中期进度.
三、关于当前发展形势

经中期评估和研究分析,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

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经济增长

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并存,传统

产业比重高,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新产业规模较小.二是民营经济发展

不充分.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

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１０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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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营商环境需进一步优化.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机制需进一步完

善,政府“放管服”改革需进一步深化.
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任务比较艰巨.水

污染防治任务比较繁重,大气环境污

染和土壤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存在.五

是经济社会领域还面临一定风险.银

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比例较高,
各级财政增收压力较大,食品药品、医
疗卫生、安全生产等领域仍存在薄弱

环节.
从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

看,我省经济发展积极因素也在集聚:
一是新经济新动能保持快速发展势

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６８％,
高于规上工业增速１１８个百分点,高
端制造和新兴产业税收快速增长,电
子商务交易额、农村网络零售额、跨境

电商 出 口 额 分 别 增 长 ３３％、４２％、
３２％.二是传统产业转型步伐加快.
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５８％,一汽集

团红旗品牌产销量是去年同期的 ４
倍,玉米深加工产业形势向好,１４户重

点玉 米 深 加 工 企 业 加 工 转 化 玉 米

９５５４万吨,增长 １５１％.三是质量

效益不断提升.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增长１７１％,高于去年同期１４５个

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４个百

分点.财政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税
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７２３％,同
比提高３１个百分点.四是发展活力

和后劲增强.专利授权数增长３３％.
减税力度持续加大,年初以来累计减

免税款５３２３亿元,增长１３６％.招

商引资成效显著,年初以来全省洽谈

推动项目６６５个,签约项目２８５个,合

同引资额２８１２３亿元,１４６个项目相

继开工.
总体分析,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既

有下行压力,也有上升动力.我们必

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充
分挖掘发展优势和潜力,保持发展定

力,提振发展信心和决心,切实推动吉

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四、关于对策建议.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东北、视察吉林重要指

示精神,推动“十三五”规划实施,提出

如下建议.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

直接放权给市场主体.深入实施“只
跑一次”改革,围绕减事项、减环节、减
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减证明,进一步

优化办事流程,推进办事事项标准化,
打造遇事不求人、规则无偏见、投资有

商机的良好环境.支持民营企业进入

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公用事

业等经营领域,推动“银政企保”合作,
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力度,
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
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发

展动能转换.深入实施数字吉林建设

“五大任务”“十大工程”和“十大工作

举措”,建成全省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

务平台,完善全省统一的数据共享平

台,实施华为云计算、浪潮大数据、科
大讯飞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等重大工

程,打造一批智能制造示范新高地.
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实施冰雪体育、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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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旅游、冰雪装备制造等重大工程,推
进实现“白雪变白银”.加快发展新能

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形成新的竞争

优势.
三是推进“三大板块”建设和“一

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完善区域协调

发展格局.推动中东西“三大板块”在
资源、产业、区位、基础设施等方面联

动发展,支持长吉产业向东西部转移,
共建产业园区合作平台.立足东部自

然资源禀赋,发展旅游、医药、矿泉水

和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支持西部依托

能源和生态优势,发展光电、风电等新

能源和生态旅游产业.推进实施“一
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突出“一主”,
打造长春东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构
建“六双”,围绕产业集群、开发开放、
全域旅游、数字吉林、区域联动等发展

重点,打造“双廊、双带、双线、双通道、
双基地、双协同”产业发展格局.

四是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决防控金融风

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领域

金融风险,完善“借、用、还”一体化政

府债务管理机制,健全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预算管理、终身问责、倒查

问责等机制.实施脱贫攻坚三年行

动,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党政一把手责

任制,完善攻坚政策、责任、投入、动

员、督查考核等体系,确保２０２０年从

根本上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执行最

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全面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打好东

辽河流域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开展城

市黑臭水体和水源地保护三年攻坚,
到２０２０年力争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消除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
五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格局,构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完成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划定任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农业信息化建

设,重点开发应用农业大数据,推进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深入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落实“厕所

革命”新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乡镇

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推进建设新农村示范区,打造

农村美丽家园.
六是推动全方位开放合作,拓展

振兴发展新空间.深入推进与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交

流合作,全面深化与浙江对口合作和

其他地区的战略合作,推动干部人才

交流、产业对接互补、合作平台共建.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汽车

产业、冰雪产业、食品产业等国际合

作,扩大与东北亚各国经贸合作,打造

中俄珲春－哈桑跨境经济合作区、中
韩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平台.

七是补齐民生短板,让人民群众

共享振兴发展成果.围绕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稳
妥解决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
收入、社保、教育、养老、安全等重点领

域问题,加快解决棚户区改造逾期未

安置和“无籍房”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４９—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题.建成可持续、多层次社会保障体

系,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

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医疗保险制度.

建立健全应急保障机制,提高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审计厅厅长　赵振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

况,请予审议.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日,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
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对报告

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扎实做好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增强审计整改实效.省政府高度重视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景俊海省

长、吴靖平常务副省长等领导在各专

项审计报告中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
求各地各部门要列出整改清单和责任

清单,并责成省政府督察室督查,确保

整改落实到位.省审计厅按照省人大

常委会要求,认真落实省领导批示精

神,组织各地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专

门召开了审计整改落实工作会议,对
报告反映的问题进行细化分解,建立

整改问题台账,实行对账销号管理.

各有关部门能够认真落实整改主体责

任,积极采纳审计意见和建议,深入推

进整改工作.现将有关整改情况报告

如下:
一、省级财政管理审计问题整改

情况

(一)省级预算执行审计问题整改

情况

１关于预算编制不细化、批复不

完整问题整改情况.省财政厅结合

２０１９年省级预算编制工作,要求相关

部门提前做好项目申报和审核论证,
细化各类项目资金,提高部门预算到

位率;省发改委组织各部门提前开展

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申报,确保投资计

划能够按时限提报财政部门,纳入到

当年部门预算.
２关于专项转移支付未提前告知

下级政府问题整改情况.省财政厅和

省发改委在部署和落实预算编制工作

时,督促相关部门加大中央和省本级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提前告知力度,抓
紧组织开展项目论证、评估和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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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确保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能够提

前下达到各市县.
３关于预算资金未及时下达问题

整改情况.省财政厅制定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快省级部门预算支出的紧急

通知»,对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提出明确

要求,相关部门要继续优化专项资金

分配下达工作流程,进一步压缩预算

资金下达时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政府性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执行审计问题整改情况

省财政厅要求相关部门要科学准

确预算政府性基金收入,尽早提供政

府性基金分配计划,各项基金支出要

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重新修订了

«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

法»,要求主管部门根据预算收入缴库

情况,进一步加快项目资金拨付进度.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

(一)省直部门预算执行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

一是预算管理不够规范问题整改

情况.关于无预算、超预算支出３５８１
万元的问题,相关部门和单位通过强

化预算执行支出,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等方式进行了整改;对结余资金未编

入下年度部门预算１２９４４万元问题,
已将结余资金上缴省财政和列入下年

度部门预算管理.
二是违反财经制度方面问题整改

情况.关于扩大开支范围１１２４万元

的问题,相关部门和单位已通过追回

超范围报销款、停止发放加班费和调

整账目等方式整改;对应收未收房屋

租金和应缴未缴车辆拍卖款等收入的

问题,相关部门已将拍卖等收入上缴

财政５６６万元,其余４５万元相关单位

正在积极催缴.
三是政府采购和资产管理问题整

改情况.关于未经批准处置资产或资

产闲置问题,相关部门和单位通过履

行资产出租审批程序、固定资产登记

入账 和 资 金 上 缴 财 政 等 方 式 整 改

１４５４９万元,其余２２８６万元正在履

行审批手续;对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的问题,相关部门和单位通过完善内

控制度,加强政府采购管理进行整改.
(二)省属高校财务收支审计问题

整改 情 况.关于应缴未缴财政收入

２６０２万元的问题,相关高校已将培训

费等收入全部上缴财政;对超标准收

取体检费、住宿费３６９万元的问题,
相关高校及时清退多收费用和调整账

目进行了整改;对应计未计高校助贷

工作经费１３９６万元问题,已经进行

了账务处理;对贷款闲置的问题,相关

高校已将７０００万元闲置资金及时归

还.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

(一)“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落实

审计问题整改情况.关于６个市县未

及时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网络公

示平台与目录信息变更不同步的问

题,各市县通过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目

录等方式进行了整改;５个市县投资项

目审批超出法定时限的问题,各市县

已经制定完善了审批制度;１１个市县

应退未退保证金３０５５８万元、超标准

收费４３４万元的问题,各市县认真核

查收费情况,已清退了保证金和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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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收费;６个市县部分行政处罚案件未

及时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的问题,各市县及时补录相关企业信

息,并建立完善登记制度.
(二)扶贫政策措施和资金管理审

计问题整改情况

１政策措施未落实到位问题整改

情况.关于１４个县１６９５人不符合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条件或识别不精准的

问题,各县政府通过重新核查,对不符

合建档立卡条件１３５４名人员全部清

退;２３个县学杂费减免、高中助学金补

助等政策未落实到位的问题,各县政

府认真清查核实,及时补发应享受人

员补贴,追回了不符合发放标准的补

贴资金;７个县扶贫受益对象不精准,
非建档立卡户享受扶贫政策和补贴的

问题,各县政府已经重新与贫困户签

订合同,追回违规发放的扶贫资金,并
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

２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问题整改

情况.关于５个市县改变扶贫资金和

扶贫项目用途６４１７万元的问题,已
经收回资金,并追究了相关人员责任;
２２个市县滞留、闲置扶贫资金问题,各
市县通过收回部分闲置资金和加快项

目建设进度等方式整改１９亿元,其
余１８２５万元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

时拨付;７个市县２６个产业化项目和

基础设施项目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的

问题,各市县已经完善内控制度,加强

政府采购管理;９个县个别单位和村镇

套取危房改造资金、虚报冒领村医工

资和公款私存的问题,已追回套取和

虚报冒领的扶贫资金８０２万元,并追

究了相关人员责任.

３项目实施绩效不佳问题整改情

况.关于１５个县６９个扶贫产业化、基
础建设项目应开工未开工的问题,各
县政府通过加快项目进度,变更扶贫

项目和收回项目资金等方式全部整

改;２２个县５４个扶贫产业化、危房改

造项目应完工未完工的问题,各县政

府积极采取措施,加大项目推进力度,
所有建设项目已全部完工;１５个县３０
个扶贫产业化、特色旅游项目因管护

不到位等原因,没有实现预期效果的

问题,各县政府已经采取分户经营、调
整建设项目等方式完成整改.

截至１０月末,各地纪检监察和主

管部门对审计机关移送的问题线索已

处理完结４１件,有１５０人被追责问责.
(三)地方政府债务审计问题整改

情况.关于２个县通过政府部门或融

资平台违规贷款１３亿元的问题,各
县政府已将贷款及时归还;３个县以抵

押政府办公楼等公益性资产违规贷款

１１２亿元的问题,已退回贷款１２９亿

元,其余９９９亿元贷款资金已经用于

项目建设,各县政府及时制定了债务

化解方案;２个区政府违规担保２８８
亿元的问题,已通过解除担保责任、偿
还部分贷款的方式整改１７９亿元,其
余１０９亿元因企业贷款未到还款期

限未能解除政府担保责任.
(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审计

问题整改情况.关于政府部门网站系

统未进行有效整合等问题,省政府正

在谋划数字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待
省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局运行

后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四、专项资金审计和审计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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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整改情况

(一)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问题整

改情况

１ 项目管理不到位问题整改情

况.关于１４个县未完成保障性安居

工程任务８５４７套(户)的问题,已经通

过购买公共租赁住房等方式整改１４９０
套(户),其余７０５７套(户),各县政府

正在采取措施积极整改;１０个市县３０
个已完工项目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的

问题,各市县通过补办建设用地相关

手续等方式整改６５万平方米,其余６３
万平方米正在积极协调补办审批手

续;７个市县１７个项目未按规定办理

竣工验收的问题,各市县通过补办竣

工验收备案手续等方式整改１３６７套,
其余７６２０套正在抓紧办理竣工验收

手续.
２资金管理存在薄弱环节问题整

改情况.关于８个市县未及时向已完

成危房改造任务农户兑现补助资金的

问题,各市县已发放资金１４１亿元,
其余６９４５万元待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及时补发;４个县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

金用于其他工程项目支出的问题,已
追 回 工 程 资 金 １２７４８ 万 元,其 余

８３８９５万元各县政府已采取措施积极

进行追缴;４３个市县１９５０户不符合条

件家庭违规享受补助、配租房屋的问

题,已通过追回补助资金或取消住户

保障资格等方式收回资金１３４６２万

元,其余未追回的资金１６７３万元已

向法院提起诉讼.
３ 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整改情

况.关于６个市县未从土地出让净收

益提取保障性住房支出资金的问题,

各市县已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安排保

障性安居工程资金１９２６２万元;２个

县配套资金不到位问题,已到位配套

资金７２万元,其余１１４２万元因政府

财力紧张,正在积极整改;１０个市县房

屋出售收入和结余资金未上缴财政的

问题,各市县已将售房收入上缴财政

９６６７３万元,其余４７５１１９万元正在

与财政部门协调补缴资金落实整改;
１４个市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项目贷款等超过１年以上未安排使用

的问题,已经支付工程款４５亿元,其
余９６亿元工程资金各市县已经制定

具体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要求.
(二)现代农业发展资金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关于４个县１０６个项目未

实施或建成后闲置２２８６万元的问题,
已经通过重新申报项目、及时拨付资

金等方式完成整改;８个县１９个项目

推进缓慢或未达到预期效益的问题,
各县政府采取加快项目进度或重新选

择项目等方式整改 １３３０ 万元,其余

１２４万元将根据工程进展拨付项目资

金;２个县８个项目单位将资金用于偿

还工程款、考察支出等问题,已追回项

目资金和考察经费３９２万元.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审

计问题整改情况.关于３个县５个项

目应完工未完工的问题,各县政府通

过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组织完成项目

验收等方式进行了整改;２个县将３个

项目工程违规转包的问题,已经落实

了整改措施,并追究了有关人员责任;
３个县５个项目因后续维护不到位导

致部分设施损坏问题,各县政府通过

重新修缮设施、建立维护制度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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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改;２个县７个项目未按设计和

技术标准施工的问题,各县政府已经

责成施工单位重新施工、或在原有项

目基础上修复.
(四)农村厕所建设资金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关于７个县项目建设由政

府直接选定施工单位的问题,省住建

厅制定下发«全省农村厕所改造工作

总体安排»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厕

所改造工作指导意见»,对项目建设单

位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操作办法,杜绝

此类问题发生;２个县未按约定提供配

套设施的问题,各县政府已经要求项

目单位及时提供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

约定安装到位;７个县农村厕所未达到

验收标准或未验收的问题,各县政府

已经对建成的农村厕所完成验收１１２７
户,其余３５１户待项目质量问题解决

后立即组织验收;８个县部分农村厕所

使用效果不佳的问题,各县政府在尊

重农户个人意愿的同时,通过制定相

关措施,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等方式进

行整改.
(五)高标准农田项目审计问题整

改情况.关于３个县结余资金未及时

安排具体项目的问题,各县政府已将

４０３８６万元项目结余资金的安排使用

情况上报资金主管部门备案;４个县购

买社会中介服务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的问题,各县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完善

内控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政府采购程

序管理;５个县未建立后期管护监督机

制的问题,各县政府已经建立完善了

后期管护机制.
(六)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审计问题

整改情况.关于９个市县２６个新建、

扩建项目因规划调整等原因未开工建

设的问题,各市县通过加快项目开工

进度 和 收 回 项 目 资 金 等 方 式 整 改

８５９０２万元,其余９９０万元将根据项

目进度拨付资金;２个市县８个项目未

履行政府采购程序问题,各市县已经

完善内控制度,加强了政府采购程序

管理;２个市县１０个项目未履行规划

调整审批手续的问题,各项目单位正

在申请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积极整改.
(七)金融业发展资金审计问题整

改情况.关于１１个市县专项资金未

及时发放的问题,各市县政府已经下

拨专项资金１００４万元,其余９４万元预

计１１月末完成整改;关于组织申报专

项资金不及时、未开展专项资金监管

工作的问题,省金融办已提前发布金

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并组织项

目申报工作,并计划聘用会计师事务

所开展日常监管工作,并将监管结果

作为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的重要内容.
五、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问题整改

情况

关于５个项目由于多计土石方工

程量等原因多计(结)工程款的问题,
已经全部扣回多计的工程款７６０６万

元;４个项目应招标不招标的问题,主
管部门已通过完善内控制度、规范招

投标行为等方式进行整改;３个项目部

分单项投资超概算未经审批的问题,
已通过调账处理等方式整改６７７２万

元,其余４８０６４万元正在补办相关手

续;５个项目存在设计变更未经审批、
建设用地未履行审批手续等问题,主
管部门已经制定出台了相关制度措

施,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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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有企业审计问题整改情况

１ 经营和管理方面问题整改情

况.省金融控股集团再贷款公司违规

超比例向企业发放贷款１５８亿元的

问题,已通过收回贷款或起诉责任方

等方式整改;吉林粮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存在潜在损失１０５亿元的问题,
已调整了相关账目完成整改;省煤业

集团下属３家企业破产或停产造成经

营损失２０２９６万元的问题,已经制定

«应收账款清收补充规定»,逐年摊销

清算费用;省煤业集团所属通化矿业

公司向外部企业提供贷款担保１５６
亿元的问题,相关单位正在采取措施

积极整改.
２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问题

整改情况.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多计

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应计未计收入的

问题,已经通过调整账目、确认收入等

方式整改;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少

计营业收入,多计少计固定资产的问

题,已及时调整相关账目完成了整改;
省煤业集团等２ 家企业少计长期投

资、多列费用的问题,通过调整账目已

整改１５９亿元,其余３４亿元待企业

社会职能移交后进行整改.
从今年的审计整改情况看,审计

工作报告反映的６个方面的６０１个具

体问题,有５６２个已经整改,问题整改

率９３％;涉及金额１９１２亿元,已经整

改１７５３ 亿元,金额整改率 ９１６％.
但还存在一些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贷

款、少计长期投资等问题尚未整改到

位.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好本次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重点做好以

下工作:一是持续推动问题整改,对尚

未整改到位的单位和问题,持续跟踪

督办,确保整改落实到位;二是深化成

果运用,强化部门整改主体责任,加大

整改结果公开力度,对整改不到位的

单位公开曝光,严肃责任追究,把审计

结果和整改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

要依据;三是建立长效机制,深入分析

系统性、普遍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加强

体制机制建设,健全完善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的制度措施,推动各项事业高

质量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

委员,２０１９年我们将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和省人大的监督支持下,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东

北三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创新

审计理念,突出审计重点,聚焦打赢

“三大攻坚战”,进一步加强公共资金、
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工作,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

督职责,为决胜全面小康、建设幸福美

好吉林、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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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常务副省长　吴靖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制度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７〕３３号)
和«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印发‹吉林省人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发〔２０１８〕２４号)要求和部署,现将

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

下,请审议.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
２０１７年,省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３７５２３６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２１７２２３ 亿

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１４１４４６亿

元.
市县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１１６１５０７

亿元,负债总额６２８９亿元,国有资本

及权益总额５０１８６４亿.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国有企业

资产 总 额 １５３６７４３ 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８４６１２３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

６４３３１亿元.①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２０１７年,省级国有金融企业资产

总额４７１１９２亿元,负债总额４２２０４２

亿元,形成国有资产２０３７７亿元.
市 县 国 有 金 融 企 业 资 产 总 额

６６１０３亿元,负债总额５４６１３亿元,
形成国有资产４２８９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国有金融

企业资产总额５３７２９６亿元,负债总

额 ４７６６５５ 亿 元,形 成 国 有 资 产

２４６６６亿元.②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２０１７年,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

总额２１５９７１亿元,负债总额１１６２６１
亿元,净资产总额９９７１０亿元.

市 县 行 政 事 业 单 位 资 产 总 额

３２２５２１亿 元,负 债 总 额 １０６１６６ 亿

元,净资产总额２１６３５５亿元.
汇总省级和市县,全省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总额５３８４９２亿元,负债总

额２２２４２７亿元,净资产总额３１６０６５
亿元.③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土地 资 源:全 省 土 地 总 面 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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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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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有资产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

度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表.
金融企业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度地

方金融企业账务决算报表.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年度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报表.



１９１２万公顷,其中国有土地７９４万公

顷,占４１５％.
矿产资源:我省已发现１５０种矿

产,其中优势矿种矿产保有资源储量:
油页岩１０８５７３亿吨、油砂４８４亿吨、
硅灰石４９４７２万吨、硅澡土３９２亿

吨.④

水资源:全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

量３９８８３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为１４５０立方米,属于水资源相对短

缺的省份.
森林资源:全省林地面积９４５４１

万公顷,森林面积８１９０５万公顷,森
林蓄积９５３亿立方米,其中:国有林

地 面 积 ６６９０４ 万 公 顷,森 林 面 积

６０６３２万公顷,森林蓄积７８９亿立方

米.
湿地 资 源:全 省 共 有 湿 地 面 积

９９８万 公 顷,占 全 省 国 土 总 面 积 的

５３％.
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国有资

产重大决策部署和方针政策情况.一

是启动实施专项改革攻坚行动.落实

«推进省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扭亏增

盈工作方案»,省国资委与１９户监管

企业签订目标责任状,一企一策推动

落实.同时,抓好«加快推进东北地区

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方案»落地实

施.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初步成

效.省国资委监管的全级次国企７３９
户,已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运行的

有４０９户,占总户数的５５％,混改工作

处于全国前列.三是重点企业综合改

革稳步推进.推动森工集团实施引资

重组,推进吉煤集团转型脱困,引导昊

融集团进入重整,帮助交投集团化解

债务风险.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实效.吉煤集团去产能１７０万吨,
安置职工１８８５人;通钢集团压减炼铁

产能８０万吨,安置职工２４０３人;系统

内房地产去库存１４５万平方米,推动

通钢集团列入第一批债转股企业.五

是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获得突破性进

展.全省８８４个“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项目已签定移交协议８４８个,完成率

达９５９％.
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进展情况.推

动省属国有资本更多投向我省经济发

展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２０１７年度

共完成投资１７０１亿元,主要涉及高

速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农牧产品

加工等.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了农投

集团、吉盛资产公司、吉旅控股集团和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对省直部门及事

业单位直接脱钩企业进行重组整合,
将４４户企业划入省属重点骨干企业,
进一步优化了国有资本布局,壮大了

相关企业和产业的资产规模.
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一是以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为主体,形
成“１＋２２”我省国企国资改革政策制

度体系.二是规范出资人监督,省国

资委落实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

的要求,确定了３８项监管事项,取消

了６项监管事项、下放了７项监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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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矿产资源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度自

然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汇总表.



项、还明确了７项可授权事项.三是

加强审计、监事会、巡视巡察等监督,
建立问题台账和整改销号制度,形成

监督工作闭环.四是组建省属文化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成立省属

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首批将长影集团、吉林东

北亚出版传媒等６户企业纳入监管,
实现对国有文化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

管导向相统一.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１７年,修订

了«吉林省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

取管理办法»,省属国有企业全部纳入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包
括国有金融企业).２０１７年,全省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５９亿元,⑤为预

算的１４１２％;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１８６亿元,为预算的８２６％.其

中: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５７
亿元,为预算的１４５５％;省级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１７亿元,为预算的

８５４％.
企业负责人薪酬情况.截止２０１７

年末,我省省级国有企业(不含金融

类)负责人人数为１５９１人,薪酬总额

为３０７５１６５万元,平均薪酬为１９３３
万元.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企业改革情况.公司制改革成果

显著,截至２０１７年末,纳入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统计范围的４４户集团公司

(含单户企业)中,已实现公司制改革

企业４０户,达到９０１％.信用社改制

有所改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类企业

总计５２ 户,２０１７ 年新增改制企业 ３

户,累计改制为农商行企业３８户,完
成７３％.

国有 资 本 收 益 上 缴 情 况.制 定

«吉林省省属国有金融企业资产转让

和资本收益收入管理实施办法»,明确

了省属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及国有

资本收益收取的方式等.省属金融企

业纳入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

理,２０１７年省属金融企业上缴国有资

本收益７４００万元.
企业 高 管 人 员 薪 酬 情 况.截 止

２０１７年末,我省地方金融企业高管人

数１５１人,高管人员薪酬总额７５２４万

元,高管人员平均工资４８３万元.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体系.依

据财政部３５、３６号令,制定我省资产

管理政策,逐步实现行政事业单位资

产管理从入口到出口的全程监管.
强化各资产管理主体责任.一是

明确财政部门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综合管理职责、主管部门负责监

督管理职责、行政事业单位负责具体

管理职责.二是除房屋建筑物、土地、
车辆和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外,财政

部门按一定限额将资产处置权限委托

省直相关主管部门处置.三是 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扩大高校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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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国有资本收益:指国家以所有者身

份依法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具体包

括:应交利润,国有股股利、股息,国有产权

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

益.目前,我省将国有独资企业取得利润

２０％,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取得的国有投资

股利、股息全部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管理.



置权限.
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收益

管理.一是执行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

置标准.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二

是严格资产使用管理,确保国有资产

安全完整.三是规范资产处置行为,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加强资产收益管理.全

年资产处置收益总额７４３亿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推进土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耕地占

补平衡制度及节约用地制度.２０１７年

末,我省耕地面积为１０４８３万亩,超出

国家下达我省的耕地保有量目标１３８３
万亩,全省建成高标准农田３８８６万

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７３８６万亩.
加强矿产资源监管.坚持生态优

先,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

区新批固体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加强

探矿权、采矿权等审批与监督.全省

各类矿山企业１２３５户,采矿权数量与

上一年度(１３１６)相比,减少８１户,下
降６１６％.

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管理.制定«吉林省落实“十三五”水

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工作方

案»,在全省开展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管理.
全面加强森林资源的管护.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进一步强化

天然林保护管理.
完善湿地保护体系建设.先后借

助“引察济向”、“引嫩入莫”等河湖连

通工程,有效恢复湿地近４万公顷.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出台«吉林

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规定»、«关于进

一步加强县级政府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职能作用的意见»等规定,明确了各

地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环境保

护工作责任,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体制机制.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

题

近年来,我省国有资产管理取得

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

难,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也有具

体工作层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完全

理顺,资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我省

四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需理顺,国
有资产监管部门之间存在资源不共

享、协同不到位的问题.省级经营性

国有资产还未完全实现集中统一监

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共享机制尚未

有效建立.自然资源资产分散在各部

门,不能形成监管合力.
(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活,国

有资本运行效率有待提高.国有企业

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够健全,市场开拓

能力不强,赢利能力弱.法人治理结

构有待进一步完善,一定程度上还存

在管理层级多,管得宽、管得死的问

题.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

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
换档升级相对缓慢,企业主业聚焦不

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部分

企业资金链紧张,债务违约风险较大.
(三)缺乏有效衔接路径和平台,

统计体系有待完善.当前,国有资产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管理基础薄弱.
四类国有资产监管主体分散在不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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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且省和市县监管体制没有完全统

一,各监管主体部门只掌握所监管资

产情况,并且各自统计口径和会计核

算基础也不尽相同,致使各类资产底

数很难有效统计和综合汇总.
四、下一步工作

针对我省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为进一步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实
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国有资产

安全完整,下一步将努力做好以下工

作.
(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提升

国有资产监管能力提供坚强保障.坚

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

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坚持党组织对

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

不能变.积极解决党组织参与重大问

题决策等关键问题.以党建工作促进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有效监督,开展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构
筑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机制.落

实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

的法定地位,选好配齐国有企业领导

班子、法人代表,培养一批有理想、有
担当的企业家队伍.

(二)完 善 各 类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体

制,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按照十

九大提出的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的要求,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强化顶

层设计,探索建立政府国有资产统一

管理协调机制,理顺各类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明确相关部门和机构监管职

责.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

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实施

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监管.优化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配置,建立完善国

有自然资源资产报告制度.
(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

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国企

发展改革创新主线,聚焦强监管、补短

板、堵漏洞、防风险、激活力和增效益,
一企一策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分层分

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进厂

办大集体改革,加快完成“三供一业”
移交收尾工作,集中资源做强做优主

业.同时,积极化解各级各类国有企

业债务风险,加快转型脱困步伐.
(四)强 化 各 类 国 有 资 产 基 础 管

理,加强统计体系建设.从制度体系

建设和技术创新入手,加强国有资产

报告配套统计体系建设.督促各级行

政事业单位和企业按照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规范国有资产会计核算和管

理,确保各类国有资产统计结果真实、
准确、可核查.

(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快国

有资产报告配套制度建设.各级政府

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是法定义务和应

尽职责.省政府一定认真做好向省人

大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切实

规范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和各专项报告

的内容、格式和口径,建立政府与人大

之间、省与市县之间、同级政府部门之

间的沟通协商机制,完善相关部门国

有资产数据库,推动建立政府国有资

产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政府和人大之

间的数据共享,为人大监督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
附件:１我省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２名词及指标解释

３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及省级国有企

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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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决算信息

４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地方金融类企

业国有资产总体情况表

５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及省级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信息

附件１

我省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管理体制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国家所有、分
级管理”的原则,目前,我省省级和部

分地市成立了国资监管机构,对同级

政府授权的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并负责国有资产监管;未成立国资监

管机构的,由地方政府授权相关部门

履行出资人职责,财政部门负责产权

管理.
从省本级情况看,大部分一级企

业由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

集中统一监管;重点文化企业,由省委

宣传部文资办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文

化企业国有资产实施监管;部分未脱

钩的省直部门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
由各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履行国有资

产监管职责,省财政厅负责产权管理.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国家所有、分
级管理”的原则,目前,省级金融国有

企业尚未实现集中统一监管,市县金

融企业分散在国资、财政、工信、金融

办等部门监管.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分为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和其他行政事业性国

有资产两大类.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建立了“国家统一所有,政府

分级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

制和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

单位”逐层延伸的管理模式.对于其

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主要包括政

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文物资

产、保障性住房、储备土地等,由各相

关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管理体制

和模式各不相同.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目前,国有土地、水、矿产、国有森

林等自然资源资产分散在国土、水利、
林业等行业主管部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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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名词及指标解释

　　
１ 本报告所称国有资产:指由政府代

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和管理监督职

责的省内、省外和境外全部国有资产,
包括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等国有资产.
２ 企 业 国 有 资 产 (不 含 金 融 企

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指政府

代表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

的权益,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

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

本参股公司中的国有资产.
３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根据«企业

国有资产法»,指政府代表国家对企业

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具体到

金融企业,包括国家及其授权投资主

体直接或间接对金融机构出资所形成

的资本和享有的资本和享有的权益,
以及凭借国家权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

机构所形成的资本和应享有的权益,
纳入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 国有资

本/实收资本×净资产(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４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指行政

单位和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以及由

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支配并提供给社

会公众使用的,依据确认为国家所有

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不动产、动产、
无形资产以及其他经济权益.

５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指宪法和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各类自然资

源,主要包括国有土地资源、水资源、
矿产资源、国有森林资源、海域海岛

等.
６ 实收资本(股本):实收资本也

称股本,是指国有企业的投资者或者

股东按照企业章程,或者合同、协议的

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数额.实

收资本是投资者或股东对企业募集注

册资本的出资额,也是企业注册登记

的法定资本总额的来源,在会计报表

上反映为“所有者权益”下的“实收资

本”科目.
７ 国家资本:指国家以各种形式

实际投入本企业,用以承担义务和据

以享有权利的资本.各级政府(包括

政府部门)、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
政府管理的社会团体以及国家授权投

资实体所投入的资本金界定为国家资

本.
８ 国有法人资本:指在境内以及

境外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国有独资

公司实际投入本企业,用以承担义务

和据以享有权利的资本.
９ 企业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指

企业所有者权益中,国有实收资本及

其享有的权益额.属于合资、合作、股
份制等多元投资主体性质的企业,国
有资本享有的权益＝(资本公积＋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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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一般风险准备－国有独

享部分)×(国有实收资本/实收资本)
＋国有独享部分.国家独享部分包括

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基金转入、土地估

价入账、税收返还或专项减免、国家拨

付流动资本等政策因素形成的国家独

享权益数额.
１０ 国有资本收益:指国家以所有

者身份依法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

益,具体包括:应交利润,国有股股利、
股息,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

入和其他国有资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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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财政厅厅长　谢忠岩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积极建立健全我省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强化限额管理和预算

管理、开展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建立

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构建常态化监督

机制,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各个环

节的“闭环”管理体系逐步形成,有效

防范了财政金融风险.按照会议要

求,现将我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

如下:
一、政府债务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年,财政部核定我省政府债

务限额４１７０７０亿元.截止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３８２０５５
亿元(一般债务２７５３４４亿元,专项债

务１０６７１１亿元),严格控制在国家核

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我省综合债务

率为４２８１％,一般债务率为４５６％,
专项债务率为７３％,三项指标均有效

管控在国家规定的风险预警线以内,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一)分级次看.省本级政府债务

余额８４２８１亿元,占全省２２０６％;市
(州)级政府债务余额２００５５３亿元,
占５２４９％;县(市)级政府债务余额

９７２２１亿元,占２５４５％.
(二)分投向看.用于铁路８１９６

亿元,占余额的２１５％;公路４２７７１

亿元,占１１１９％;市政建设９５６９９亿

元,占 ２５０５％;土地储备 ３４８１９ 亿

元,占９１１％;保障性住房５２０３６亿

元,占１３６２％;农林水利建设１７８０６
亿元,占４６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６０３２亿元,占１５８％;教育、文化、医
疗 以 及 其 他 领 域 ６５２３２ 亿 元,占

１７０７％;新 增 债 券、再 融 资 债 券 等

５９４６４亿元,占１５５７％.
(三 )分 构 成 看. 政 府 债 券

３７１４６８亿元,占９７２３％;外债转贷

２５８９亿元,占０６６％;国债转贷１６１
亿元,占００４％;企业债券、非银行金

融机构融资等７８８７亿元,占２０６％.
二、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一)全面加强债务管理体制机制

建设.２０１５年新预算法颁布实施以

来,我省不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制度

建设,陆续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吉林省

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制定

了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新增

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土地储备、政府收

费公路、棚户区改造、省级医疗机构、
省属高校专项债券管理,政府债务风

险评估和预警指标监测以及防范化解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等一系列制度

和办法,系统性构建了我省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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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预算限额

管理.我省严格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

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

府债务,举借的债务全部纳入预算管

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财政部共新增

核定我省政府债务限额１３３４亿元,支
持安排２５００多个重大公益性、基础性

民生项目,有力地支持了我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调结构、补短

板.
(三)严控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限

额增量.按照国家和省制定的新增债

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我省始终坚持

把管控债务风险挺在前面,坚持两条

“红线”不能触碰:一是一般债务率和

专项债务率超过预警线的不予分配;
二是政府债务年度付息支出超过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０％ 的 不 予 分 配.按 照 上 述 原 则,
２０１８年对进入风险预警和提示的辽

源、通化、四平等市县,采取新增债务

限额少额度或零额度分配方式,有效

控制其债务风险.
(四)积极推进存量政府债务化解

和置换.从２０１５年至今,经过全省上

下共同努力,全省通过预算资金安排、
企事业单位偿还以及债务核销等方式

累计化解存量政府债务４８２０８亿元,
占２０１４年底清理甄别认定存量政府

债务的１７９％.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８年１０
月末,全省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

换存 量 政 府 债 务 ２１９４３６ 亿 元,占

２０１４年底清理甄别认定存量政府债务

的８１３％.通过置换大幅降低了利息

负担,三年来累计节省利息支出１８７
亿元,有效防范了财政金融风险.

(五)加强债务风险预警监测和应

急处置.按照财政部要求,省财政厅

定期通报各地债务风险状况,加大对

列入风险提示和风险预警市县的警示

力度,督促其制订债务风险化解方案,
加大存量政府债务化解力度.督促各

市县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机制,截止目前,全省各市县已全部

制定出台了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同时,严格落实属地管理主体

责任,加强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监控,
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妥善处置风险事

件,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

务风险的底线.
(六)加大对高风险市县的约谈力

度.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连续两年,省债务领

导小组办公室对四平市、辽源市、通化

市、延吉市、东丰县、东辽县、图们市等

７个市县存在的债务风险程度较高、隐
性债务凸显、未来财政支出责任过大

以及管理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专

题约谈,要求被约谈市县要高度重视

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整改存在的各种

问题,建立健全“自查自纠”的工作机

制.
(七)积极开展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改革.我省在贯彻落实国家发行土地

收储、收费公路、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的同时,又积极开展了在省级教育、医
疗领域发行专项债券改革,试点发行

了省属公办高校、省级医疗机构基础

设施建设专项债券品种,促进我省高

等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２０１８年共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１８６亿元,其中:土地收储１４６１３亿

元,收费公路２６亿元,棚户区改造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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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省属公办高校校区建设 ４０７ 亿

元,省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４８
亿元.

(八)全面清理地方隐性债务防范

化解风险.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开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

坚战的总体部署,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全面组织开

展了隐性债务统计摸底工作.通过全

省上下近三个月努力,摸清了我省隐

性债务底数情况,并要求各地制定化

解隐性债务风险实施方案.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我省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

高质量发展要求,把防范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作为当前财政工作的重中

之重,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落实

“两个维护”,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管

控政府债务规模、规范债务管理、遏制

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风险的主体责任.
(一)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预算

管理和限额管理.积极向国家争取新

增债券资金,发挥好政府债券对我省

重大民生和重大基础设施的保障作

用.按照国家核定我省新增债务限额

额度,在有效管控政府债务风险的前

提下,合理确定省本级和市县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做好明年政府债券纳入

预算编制工作,将债券资金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并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进度,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发

挥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

的重要作用.
(二)全 面 实 施 政 府 债 券 绩 效 管

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推进地方政

府债务项目滚动管理和绩效管理,加
强债务资金使用和对应项目实时监

控,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

价结果与新增债券资金安排挂钩,建
立健全“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
政府债务资金绩效管理机制.

(三)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领域信息

公开.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机

制,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对政府债务限额、政府债务余额、
债券发行额、调整预算、债券存续期以

及重大事项等信息在规定的期限内对

外进行公开,不断提高信息公开的及

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接受社会公众

监督.
(四)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

管理.在做好一般债券发行使用管理

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专项债券发行

使用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

的要求,按项目需求科学确定专项债

券期限结构,有序安排专项债券发行,
建立与偿债规模挂钩的正向激励机

制,健全专项债务预算管理,研究建立

调度库款资金推进专项债券项目建设

的相关机制,加大对国家和省里重大

战略和民生项目支持力度.
(五)有 效 防 范 化 解 隐 性 债 务 风

险.制定出台全省分年度化解存量隐

性债务具体实施方案,落实各级地方

党委、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主体责任.
抓紧研究建立专项督导检查机制和工

作奖惩机制,对各地、各部门化债计划

落实执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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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实行奖优罚劣.研究建立健

全考核机制,将政府债务风险指标、化
解隐性债务存量以及遏制隐性债务增

量纳入对各级党委、政府考核体系,对
继续违法违规新增举借隐性债务的行

为,将按照国家相关问责办法实施问

责.
(六)健 全 完 善 动 态 监 控 长 效 机

制.全面落实全口径债务监测平台管

理,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全口径

债务监测,加强跨部门监测和数据共

享,实时对政府债务、政府隐性债务、
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融资工具的全

方位动态监控,建立健全政府债务和

项目资产、收益相对应的管理机制.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关于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于化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正确

领导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科技

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重要论

述的要求,牢牢抓住新一轮振兴东北

的重要机遇,紧密围绕全省重点工作

任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优化科

技资源配置,着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各项工作取

得较大进展,为吉林振兴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撑.现将全省科技创新有关情

况汇报如下.
一、我省科技创新工作进展情况

(一)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１健全知识创新体系,提高科研

院所和高等院校原始创新能力.“十
三五”期间,围绕基础研究“学科布局

＋主题引导＋实验室支撑＋科学家团

队培育”的整体布局,在基础研究领域

共支持项目９１２项,投入资金１３６亿

元,支撑建设全省高等院校 A类学科、
“双一流”学科各１８个,建成一批省重

点实验室和院士工作站.基础研究成

果的影响力大幅提升,２０１７年的发表

论文量是２０１３年的４倍.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１４５２
项,获得资助经费６９亿元.目前,我
省万人 R&D 研究人员数居第１３位,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居第１７位,万人

科技论文数居第１０位,万人大专以上

学历人数居第９位.２０１７年,国内专

利申请量２０４５０件,授权１１０９０件.
２健全技术创新体系,逐步提升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是扩大企业科

技立项话语权.将行业骨干企业核心

技术需求列入项目指南;科技成果转

化计划以企业或应用单位为申报主

体;作为项目申报主体的企业获得资

助经费的分配比例不低于５０％;对按

主营业务收入５％以上提取研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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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给予优先支持.二是高新技术

企业实现较快增长.截止到２０１７年

底,认定５２４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比增

长３４３６％.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

值２０４４１６亿元、高新技术产品收入

１７２０５５亿元.三是科技型小巨人企

业发展迅速.省科技厅会同工信厅、
财政厅联合认定科技小巨人企业３８９
户,省 财 政 共 投 入 R&D 补 助 资 金

１４４亿元、贷款贴息资金１１５亿元;
小巨人企业共实现工业总产值３９４９
亿元,总收入３８０亿元.

３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激发创新

创业活力.一是初步构建以国家技术

转移东北中心为核心的技术转移服务

体系.其中,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

已吸纳专家４８００名、科技成果２万余

项,入驻机构１１８家.建设了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６５家,其中国家级１０家.
建立了农业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和涵盖

４２个县(市、区)的县域综合科技服务

平台.全省共有各类技术交易机构１５
家,技术市场从业人员达５５００余人.
今年截至目前,技术交易总量持续增

长,共成交技术合同３２０４项,技术交

易 额 达 ３１６９２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８２１４％,创历史新高.二是组织开展

创新创业系列活动.深入开展科技活

动周等活动,推介各类科技成果１万

余项.连续成功举办６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吉林赛区),２家企业获全国大

赛总决赛二等奖.
(二)科技创新链条不断丰富

１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助推

重点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一是实现工

业高新技术产业新突破.“吉林一号”

在轨卫星达到１０颗;长客股份有限公

司今年１－８月,实现产值１８０５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３％;新材料产能进一步

扩大,聚乳酸实现产能３６万吨,碳谷

原丝产能达到１５万吨,在全国同行

业内居首位.围绕我省支柱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智能网联汽车、
CO２ 基塑料、粮食生产、人参等领域,
谋划一批对吉林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的重大专项.为推进“数字吉林”建
设,我厅已着重在互联网＋、大数据、
AI等领域开展创新布局.目前,我省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６２１亿元,居全国

第１７位.二是助推农业现代化.通

过省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累计培育并

推广玉米品种１７３个、水稻品种８５个、
大豆品种７８个.主要粮油作物良种

普及率达到１００％,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５８６％.三是引领医药健康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通化东宝继成功研

制人胰岛素后,又在重组人白蛋白研

制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即将进入一期

临床.今年１－７月,全省规模以上医

药健康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增
加 值、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９９％、
１４２％、９０％、２５３％,保持稳定发展

态势.
２围绕创新链布局载体链,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取得突破.一是着力打

造区域创新高地.积极争取创建长春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吉图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获批.长春

市、吉林市获批国家科技创新型城市,
其中,据 Nature增刊发布的城市科研

指数最新排行,长春市跻身全球科研

城市５０强(第４２位).扎实推进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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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综合体建设,已有北湖科技园等

３５０家企业和创新平台进驻,实现产值

２７７９亿元.二是进行科技创新基地

(园区)布 局.建 有 国 家 级 高 新 区 ５
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园区)
２０个(国家级６个)、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５个、省级大学科技园５个(国家级

３个)、省级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５个.
三是加快科技创平台建设.建有国家

重点实验室１１个(居全国第７位)、省
级重点实验室８５个,院士工作站５９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５个、省
级工 程 研 究 中 心 和 工 程 实 验 室 ２６２
个、省级科技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１４５个、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

中心２９个、省级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３３
个、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１０６
个、生产力促进中心２９个(国家级４
个)、技术转移示范机构６５个(国家级

１０个)、备案星创天地５７个(国家级３５
个).科技创新载体功能日臻完善,已
成为推动我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３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

创新引导链.一是扎实推进科技计划

管理体系改革.建立覆盖科技创新创

业活动全链条的计划体系,修订完善

省科技发展计划相关管理办法,建立

并逐步完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二是

切实推进项目决策模式和支持方式改

革.建立健全项目评审论证立项决策

机制、专家遴选机制和信息公开公示

制度;探索支持途径多样化,以有偿、
后补助、补贴、奖励等方式投入的资金

量已占投入资金总量的１/４左右.
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智慧

供应链.一是大力培育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在省科技发展计划中设立科技

创新人才培育计划,“十三五”以来,共
支持 优 秀 中 青 年 科 技 领 军 人 才 (团
队)、优秀青年科研人才６４５人(支),
投入经费６３３６万元,领军人才被评为

长江学者５人、青年长江学者１人,获
得杰出青年基金５人、优秀青年基金５
人,入选万人计划６人.二是积极引

进域外人才.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
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

若干意见»(人才新政１８条).省委组

织部启动实施“吉林省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引进计划”,先后分８批次引进

了２９２名高层次人才,７０％以上从海

外直接引进.
５财政投入持续加强,补齐创新

资金链.一是财政投入持续加强,近
年平均增长１３７％,R&D投入占比近

３５％,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１０ 百分

点.二是组建了吉林省科技金融服务

中心.中心自２０１７年成立以来,开展

了科技信用担保、科技小额贷款、股权

投资及债权投资、专利质押贷款、科技

企业贷款贴息等业务,投融资金额累

计达到１３１５亿元.三是推进专利保

险和专利质押贷款工作.省科技金融

服务中心在长春市开展了专利质押贷

款工作,专利质押贷款数累计达１２６６
亿元;延边州和通化市分别作为国家

和我省的专利保险试点,共有９４家企

业４７５项专利参保,参保补贴资金为

４７２万元,保额９４４万元.
(三)科技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１出台、落实科技优惠政策,树立

创新正确导向.一是紧密围绕深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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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

R&D投入、加快科技资源共享等方面

出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打基

础、管长远的激励政策.如:科技成果

转化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提出不低

于７０％的收益奖励比例,奖励比例上

不封顶.积极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减免税额居全国第 １３ 位.今

年,起草了«吉林省关于加快新型研发

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关于优

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实施意

见»等系列文件,均已经省政府常务会

审议通过.二是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

化政策落实试点.５家试点单位今年

上半年落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资金

４５８２万元,人员奖励资金２３０８万元.
确定了长春市朝阳区作为试点区域.

２加快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建设,
扶持科技小微企业快速成长.一是加

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
推动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创业孵化基

地、“双创”服务平台和服务网络建设,
带动“双创”工作深入发展.二是加强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增强“双创”动
力.全省已认定的１０６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众创空间),共拥有孵化场地总

面积２０３万平方米,在孵化企业３０３９
家,毕业企业１６００家,拉动创业就业

人数５４万余人,吸纳大学生就业１５
万人.２０１７年８月,李克强总理视察

科技部火炬中心时,对我省辽源市通

过加强孵化器建设实现转型发展,安
置就业２３万人,贡献１/４财政收入的

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３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推

科技型企业发展.一是完善专利保护

政策法规体系,出台«吉林省专利条

例».二是加强知识产权平台建设.
建立２个省级维权援助中心、８个市

(州)级分中心、１个医药产业快速维权

中心,开通１２３３０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与举报投诉热线,建立专利侵权判定

咨询专家库,与省高法和省公安厅建

立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工作机制.三是

开展知识产权服务“双创”活动,组织

开展专利实务培训以及法律进企业等

活动.
综上,全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

较大进展.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

评价报告(２０１８)»,吉林省综合科技创

新水平指数居全国第１７位(比上年上

升２位),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指数

居第１４位(比上年上升３位),科技创

新环境指数和科技活动产出指数均居

第１５ 位(分别比上年上升 ８ 位和 ４
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省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优化创新环境方面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是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一

是科 技 投 入 水 平 低.近 年 来,我 省

R&D 投 入 强 度 呈 逐 年 下 降 趋 势.
２０１５ 年 我 省 R&D 投 入 强 度 为

１０１％,２０１６年为０９４％,２０１７年为

０８６％.远 远 落 后 于 国 家 平 均 水 平

(２１３％)和邻省辽宁(１８４％)、黑龙

江(０９２％).二是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不突出.目前,我省高新技术企业仅

有５２４户,仅占全国的０３８５％;２０１６
年我省规上工业企业为 ６００３ 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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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活动的企业数量仅为３６１户,仅
占６０％,与全国平均水平２３０％相差

１７个百分点.三是科技创新环境有待

优化.引才环境与沿海发达地区相

比,政策力度不够、优势不足;科研基

础设施薄弱,我省每名R&D人员研发

仪器和设备支出指标处全国第２９位.
四是基层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有弱化倾

向.一些县(市)缺少独立的科技管理

部门,不利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

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学习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

会提出的“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
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要求,坚定不

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全省科技创

新能力和水平,推动落实“一主六双”
产业空间布局,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

科技动力.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强化顶层设计,不断优化科

技创新布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科技管理工作“四抓”的要求,
将科技创新工作思路与国家和吉林省

的发展战略相融合,搞好顶层设计和

发展规划,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二)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改革,挖掘科技创新内生动力.打

造科技创新政策高地,引导创新方向,
释放创新政策红利.支持鼓励新型研

发机构发展,推动科研院所改革,释放

科技创新活力.
(三)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

供科技创新资金保障.加大财政对科

技创新的投入,健全完善科技金融服

务体系,引导带动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走上市融资

道路.
(四)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

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

和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培育一批

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壮大一批科技小

巨人企业.
(五)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前沿

布局,着力培育新动能.启动实施重

大科技专项,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

术瓶颈,储备一批基础研究成果和原

创重大成果.
(六)推进创新平台建设,为技术

创新提供重要支撑.推动国家和省部

共建重点实验室、国家农高区等平台

基地创建工作.在重大科技关键技术

领域,谋划建设一批基础性、共性科技

创新平台.
(七)扩大开放与加强合作,聚多

方力量促吉林振兴.加快推进我省与

科技部、自然基金委、中科院、工程院

之间的合作.深入推进吉浙、吉沪等

省际间对口科技合作.加强国际科技

合作.
(八)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强

化创新驱动发展人才支撑.推动人才

激励政策落实,发挥高端人才作用,加
快科技领军人才和团队建设.

(九)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激

发科技创新活力.加强“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孵化链条建设,
举办吉林省科技活动周、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吉林赛区)等活动,鼓励多方

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推进科研诚信体

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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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化各级政府科技管理部门

职能,提升科技创新服务水平.强化

省、市、县科技管理部门抓科技创新的

能力建设,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

服”和“只跑一次”改革,在实现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多年来,省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

和支持科技创新工作,２０１７年以来,先
后出台了«吉林省专利条例»和«吉林

省技术市场条例»,通过执法检查、视
察、调查等方式,积极推进我省科技创

新工作.新一届常委会履职第一年,
就把听取省政府科技创新专项汇报和

开展科技创新专题询问作为全年工作

的重点来部署和推进,这既是省人大

常委会贯彻落实省委有关要求的实际

行动,也是对科技工作的有效监督和

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吉林省科学

技术厅,感谢省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

对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监督、帮助和

支持,同时,我们将以此次汇报为契

机,恪尽职守,履职尽责,进一步理清

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逐一破解,进
而谋划好今后一段时期全省科技创新

工作,促进全省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

成果转化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努力

使科技创新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的坚强动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
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

计划安排,常委会组成视察组,由车秀

兰副主任带队,１３名常委会委员、教科

文卫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参加,
于１０月２９日至１１月１日在长春市、
吉林市对科技创新工作进行了视察.
视察组听取了省科技厅、两市政府有

关工作的汇报,召开了 ４ 次座谈会.
在长春市,视察组实地视察了一汽集

团研发总院、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

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超硬材料国

家重点实验室、长春应化所化工新材

料创新基地、长春光机所辰芯光电技

术公司、吉林省农科院、中机实验设备

有限公司、五度空间数据有限公司、长
春科技大市场、长春市新区规划馆;在
吉林市,实地视察了吉林高新区创业

服务中心、东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吉
林碳谷碳纤维有限公司等１２家单位.
现将视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主

要成效

近年来,我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新

旧动能转换、产业优化升级,推动高质

量发展.
(一)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不断优化

一是加强了组织领导和统筹部

署.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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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决策部署.省委十

届七次全会、十一届三次全会先后研

究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数字吉林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有关

工作.全省科技创新统筹协调能力显

著增强,形成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
整体推进的责任体系.二是完善法规

政策体系.出台了专利条例、技术市

场条例,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了科技创

新工作.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科

技投入、金融税收政策、知识产权保

护、成果转化、人才引进、创新平台建

设方面出台了系列打基础、利长远的

政策措施,形成了覆盖创新全过程的

政策体系.三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

革.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

目标,加快推进科技管理向创新服务

转变,推动科技管理职能转变、财政科

研项目资金管理创新和科技评价制度

改革.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建立维

权援助中心、咨询专家库,开通维权热

线.与省高法和省公安厅建立知识产

权保护合作机制,促进行政和司法有

效衔接.
(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一是逐步形成横纵连通的创新体

系.省科技厅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与
发改、工信、财政、教育等部门协同推

进工作.与国家科技、发改、工信等部

委和中科院、工程院对接,推动省部会

商和省院合作.二是形成开放型区域

创新格局.与浙、沪、苏、粤签订协议,
开展对口科技合作.建设国际合作重

点实验室、国际合作基地.搭建东北

亚地区政府间多边科技合作平台,推

进中俄、中欧政府间科技合作.三是

完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成立了

省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以国家技术转

移东北中心为核心形成了技术转移服

务体系.完善技术市场服务体系,全
省建设技术转移示范机构６５家.今

年以来成交技术合同３２００余项,交易

额３１７ 亿元.四是加强创新平台建

设.建有国家级高新区５个、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２０个.积极建设

院士工作站、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科技

成果转化中试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
(三)科技创新实力不断增强

一是原始创新基础不断夯实.完

善基础研究“学科布局＋主题引导＋
实验室支撑＋科学家团队培育”整体

布局.近三年共支持基础研究项目

９１２项,支持高校 A 类学科、“双一流”
学科建设各１８个.基础研究影响力

大幅提升.二是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有

所增强.我省有 ５２６ 家高新技术企

业,工业总产值２０４４亿元,高新产品

收入１７２０亿元.认定科技小巨人企

业３８９户,实现工业总产值３９４亿元,
总收入３８０亿元.三是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完善.省委省政府发布人才

新政１８条,启动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计划、科技创新人才培育计划,引
进域外高层次人才,支持培育优秀中

青年科技人才(团队).四是科技成果

市场化能力逐步提升.围绕主导产

业、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科

技成果转化进行专项支持,解决产业

发展重大共性问题、关键技术问题.
我省技术成果市场化指标居全国第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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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２０１７年应用技术成果占全省登记

科技成果８７８％,技术输出流向本省

占合同总数６３％.
(四)引领转型升级能力明显提升

一是实现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新突

破.“吉林一号”在轨卫星１０颗,广泛

应用于国防、农业、石油、林业等领域.
长客集团掌握高速列车系统集成核心

技术,今年１－８月实现产值１８０５亿

元.新材料产能进一步扩大,聚乳酸

实现年产３６万吨,碳谷原丝产能１５
万吨,全国同行业居首.在互联网＋、
大数据、AI以及智能网联汽车、CO２

基塑料、人参等领域积极谋划重大专

项.二是积极助推农业现代化.近三

年安排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项

目,支持经费２６亿元.累计培育推

广玉米、水稻、大豆品种合计 ３３０ 余

个,主要粮油作物全部实现良种普及.
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９５％以上,全
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８５％,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５９％.
三是引领医药健康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设立医药健康产业科技项目２２０
余项、经费２４５亿元.全省规上医药

健康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增加

值、利润同比大幅度增长,保持稳定发

展态势.四是支持扶贫、环保攻坚战

取得新进展.安排科技扶贫项目５２
项,建立科技扶贫示范点３０９个,培训

农村科技骨干３２万人,实现脱贫人

口近２万人.安排环境保护与污染防

治相关项目３２项,投入科技经费２５１０
万元.设置受损土壤生态修复、水体

污染治理等重点专项,增强了生态环

境保护项目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当前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从视察情况看,当前我省科技创

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三年来尤

为显著.我省具有科教人才优势和较

好的创新基础,但与先进地区相比,科
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还没有充分发

挥出来,科技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经

济优势、发展优势,与我省新旧动能转

换、产业优化升级、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的实际需要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一)科技创新投入短板依然突出

我省 R&D投入强度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分别为１０１％、０９４％、０８６％,呈
下 降 趋 势,落 后 于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２１３％,在 东 三 省 中 垫 底.２０１７ 年

R&D 经 费 总 额 １２８ 亿 元,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分别下降１３４亿元、１１７亿

元.企业 R&D 投入下降明显.按目

前情况,我省“十三五”末 R&D经费投

入强度达到１５％的目标难以完成.
(二)企业创新能力和成果承接能

力弱

我省高新企业仅５２６家,排全国

第２７位.民营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

少、规模小,更缺少龙头带动企业.多

数企业研发机构不健全,规上企业中

有 R&D 活动的仅占６％.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较弱,在产业升级中处于劣

势.企业作为科技成果承接主体,工
艺技术开发能力不足,成果转化能力

薄弱.企业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

品少,附加值低,对一些科技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但需长时间见效成果的转

化力不从心.
(三)一些扶持政策未能完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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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我省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

多为指导性文件,地方政策与国家政

策之间需要加强衔接、协调.有的缺

少配套措施,有的需要结合实际细化

完善.部分政策适用条件高、覆盖面

窄、奖励激励额度小.一些优惠政策

如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股权分红

奖励等,由于多种原因难以落实.科

技人员奖励性政策落实不到位,科研经

费自主有效使用权释放不够.部分地区

引进人才优惠政策未能完全落实.
(四)创新创业生态不够优化

受综合因素影响,我省引才难、留
才难问题比较突出,人才外流严重.
科研基础设施薄弱,人均仪器设备支

出指标处全国下游水平.各类检测认

证机构、科研中试和应用技术开发平

台建设仍需加强.成果产业化过程中

环评、安评、能评等手续繁杂,制约企

业落地因素较多.质押贷款金融产品

和担保业务数量较少,天使投资、风险

投资、股权投资等发展相对滞后.
三、进一步推进我省科技创新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千 方 百 计 多 渠 道 加 大 全 省

R&D投入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财

政支持方式.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扩

大省级财政科技支出规模,各市县要

保证一定的科技经费额度.改革投入

方式和管理模式,采取科技金融引导、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等方式,吸引社会

资金投入.如借鉴四川等省设立产业

基金的经验,将财政专项资金与社会

资本有机结合,组建各种产业和专项

基金,以市场化方式形成“四两拨千

斤”的效应.二是争取国家科技经费

支持.发挥我省中直科研机构、重点

大学的“国家队”优势及化学、物理、地
学、材料、车辆工程和光电信息等学科

优势,积极谋划重大科技项目,争取国

家在吉林布局大科学工程.三是积极

引导企业增加 R&D 投入.把 R&D
投入作为企业争取各类项目和创新平

台的必要条件,对于投入金额大、投入

强度高的,优先支持.推动企业建立

研发准备金制度.将国家及我省激励

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金融支持、
政府采购等政策落实到位,激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科技金融支

撑条件建设.发挥好省科技金融服务

中心效能,利用市场化机制吸引社会

资本投向科技领域;鼓励推动科技型

企业上市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创新金融衍生品,增
加服务形式和内容;引导贷款担保机

构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构建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覆盖科技企业生命全周

期的科技金融体系.
(二)切实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和成

果承接能力

一是政府要加大对企业支持力

度,促进人才、成果及各类创新要素向

企业研发机构聚集,全面提升企业研

发机构服务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加
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使企业

做大变强,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
术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二是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引进、投
产力度,着力转化一批市场前景好、科
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项目,推动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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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着重培育壮大一

批有较强成长性、代表未来产业发展

方向的民营科技小巨人企业,将其培

育成代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的创新型企业.三是支持引导大

中型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中心,有条

件的中小企业设置精干的研发机构,
小微企业设专人负责企业创新工作.
加快财政支持由“抓大放小”向“抓小

励大”转变,强化对市场潜力好、创新

能力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引

导企业加强创新战略储备,特别是核

心技术和核心人才储备.四是全面提

升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孵化承载

能力.扎实抓好已有科技企业孵化

器、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

站、中试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三)下决心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率

低的难题

一是开展对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的深入研究,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的有

益经验,把转化难的问题梳理清晰,在
形成“政产学研用资”一体化机制、构
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等重大问题

上,逐项推动,取得突破.二是继续推

进“双十工程”,加快推动我省优势领

域的重大项目,特别是能形成产业集

群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落地和产

出.三是积极推进国家技术转移东北

中心等重大转化基地建设,充分发挥

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中心、科技创

新中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用,尽快

构建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支撑

体系.四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

制.简化科技成果评估审核程序,建

立科技成果市场专业评估机制.探索

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下放不

涉及国家安全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审批

权、处置权.落实科研人员科技成果

使用权和收益权,积极推动职务科技

成果的转化实施.
(四)促进政策落地,优化创新创

业生态

一是确保现有政策落地生效.梳

理整合现有经费使用、人才引进、企业

创新激励方面的政策,找准政策不能

落实的原因,优化细化落实措施,提升

政策落地质量及效率.二是完善人才

引进、保障政策.加强“柔性引才”的

制度设计,重视对人才的成果评估、考
核和运用,减少对人才在吉时间、档案

归属的限制.加快研究落实人才保障

的配套政策,坚持引进人才与本土人

才并重的扶持政策,优化完善近期留

住人才与长期用好人才的措施,切实

解决引进人才科研条件保障及个人实

际问题.三是深化科技评价、项目资

金管理等制度改革.建立以质量、贡
献、绩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
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扩大

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强化对科研人

员的激励,优化流程、简便操作,为科

研人员松绑助力.四是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完善集快速审查、确权、维权于

一体的重点产业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违法行

为.

省人大常委会视察组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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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
的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法治

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绍俭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

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法治宣

传教 育 的 决 议»(以 下 简 称 “两 个 决

议”)中做好中期检查的要求和省人大

常委会２０１８年监督工作计划的安排,
９月份,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

组,对“两个决议”贯彻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检查组听取了省政府的汇报,
对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公主岭市

进行了实地检查,并委托其他市人大

常委会对当地“两个决议”贯彻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两个决议”公布后,各地各部门

高度重视,及时部署启动了“七五”普
法工作,各地党委、政府作出了规划,
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议.“两个决议”
得到了较好的执行,普法工作取得了

较为明显的成效,全民法治意识不断

提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日益成为全社会

共识.

(一)突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

组织全体公民深入学习宣传宪

法,是“两个决议”提出的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各地通过认真组

织宪法学习宣传活动,不断增强广大

干部群众宪法意识,使全民自觉成为

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

捍卫者.一是开展宪法修正案学习宣

传.２０１８年３月宪法修正案通过后,
各地各部门组织宪法宣誓、宪法宣传

月、宪法知识竞赛等活动,对这次宪法

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进行全

方位的宣传,全省宪法学习宣传掀起

新高潮.二是加强公职人员学习宣传

宪法.各地将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

法列为中心组学习的重点内容,将学

习宪法精神纳入干部教育培训总体规

划.截至目前,全省共举办各类学习

宪法精神培训班４６９期、培训人数５８
万人次.三是推动全社会学习宣传宪

法.各地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

媒体作用,在重要版面、重点栏目开设

宪法学习宣传专栏专题.利用机场、
车站、地铁站及户外 LED显示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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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宪法宣传片.全省免费发放宪法

单行本３４万余本,开辟法治专栏５２６５
个,组织宪法题材文艺汇演６６７场,开
展宪法主题活动４２４７场,各级普法讲

师团开展巡讲活动１０７９次,开展宪法

法律专题讲座１４２２次.
(二)抓好重点对象,推动全民学

法

“七五”普法以来,各地各部门通

过加强对重点普法对象的法治宣传教

育,扩大普法教育的社会覆盖面和影

响力,共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３万

余次,受教育干部群众达９００万余人

次.一是注重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学

法用法.各地普遍通过领导班子集体

学法、法治培训讲座、法律知识考试考

核等形式,推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

法,促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公正司

法能力的提高.二是加强青少年法治

宣传教育.各地认真贯彻落实青少年

法治教育大纲,坚持法治教育要成为

青少年的必修课.青少年法治教育课

时、教材、师资和经费“四落实”局面逐

步形成,青少年的法治意识进一步增

强.三是夯实农民学法用法.各地针

对农村法治教育对象层次多、分散性

强的特点,培养了２２万余名“法律明

白人”为农民群众送法讲法,取得良好

效果.各地加强农村普法阵地“四个

一”建设,目前,全省已建立乡镇法治

辅导站１４１３个,设立行政村法律图书

角９３６５个,设立法治宣传栏１７２２２个.
(三)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

落实

各地积极按照国家和我省落实普

法责任相关部署,坚持执法和普法相

结合,通过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

法人员、律师以案释法等制度,开展生

动直观的法治宣传教育.各地行政执

法机关运用说理式执法文书,将法规

宣传、教育引导、告诫说理等引入各项

执法活动中.通过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责任制,促进在行政执法、公正司

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推动各级国家机关自觉履行普法

职责,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格局逐

步成型,人民群众遇事找人不找法的

现象正在转变.
(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三年来,各地坚持寓法治宣传教

育于各种文化活动之中,充分发挥法

治文化的引领作用.各地各部门依托

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文化

馆、文化活动中心,充分利用公园、广
场等公共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

宣传教育.注重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和

推广,创作了大量深受群众喜爱的法

治文化作品,动漫、短剧、栏目剧、微电

影已成为开展全民普法的重要形式.
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组织

开展法治故事征集、文艺汇演、电影巡

映、书画展览等活动,把法治文化元素

融入人民日常生活,增强了法治宣传

教育吸引力、感染力.
(五)推进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

各地按照“两个决议”要求,对深

入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做出部署和安

排,推动依法治理在市、县、乡各层面

不断深入.各部门推进部门行业依法

治理,开展法治机关建设、执法案卷评

查等活动,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制度,并结合重点工作和热点难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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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持人民

群众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积极推进法治创建活动.目前,达到

或基 本 达 到 标 准 的 “民 主 法 治 示 范

村”,全省已创建５２６０个,占全省行政

村总数的５６２％,其中有６１个达到国

家级标准;创建法治农家院５６０７个;
创建民主法治示范社区９６０个,占全

省社区总数的６５７％.依法治理和法

治创建活动的开展,使广大人民群众

依法参与法治实践能力不断增强,社
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二、存在问题

检查中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
一是宪法学习宣传缺乏系统性和

经常性.各地各部门在今年全国“两
会”后迅速掀起学习宣传宪法热潮.６
月,省委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宪法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后,各地

相继出台了贯彻落实的意见,按要求

组织开展学习,但宪法学习宣传的系

统性和经常性不够.一些部门的普法

工作多停留在学习宣传本行业本部门

法律法规上,没有将宪法的学习宣传

作为共同的任务列入普法计划.
二是重视程度不够.个别地区和

部门对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工作的认识

不足,没有从贯彻全面依法治国的高

度,认识这项政治任务的重要性,有的

领导干部认为普法工作是软任务、软
指标,务虚的多,工作开展流于形式,
重过程而轻效果.一些部门认为普法

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事,本部门只要依

法执法、依法办案就能起到普法效果,
没有把普法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以研

究、部署和推进.

三是针对性有待加强.目前的普

法工作对不同人群的法治需求研究不

够、把握不准,普法内容千篇一律,普
法的形式不够接地气.从普法内容上

说,侧重于从普法主体的角度考虑,强
调“我要普什么”,而对普法对象“希望

我普什么”考虑不够,导致普法内容针

对性不强,与人民群众的现实情况和

现实需求不合拍.从普法形式上看,
大多数的普法宣传教育还只是停留在

挂横幅、设宣传橱窗、发宣传资料等传

统形式上,运用新媒体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力度还不够,与当前公众获取信

息途径不相适应.在对公职人员的普

法方面,对法治素养重视不够,部分人

员学法和用法相脱节.
四是机制不够完善.普法工作的

责任机制有待完善,各地虽普遍出台

了贯彻“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规

定,但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不够

细化,需要有具体落实责任的措施.
普法工作的考核评估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考核评估的手段、指标、方式还不

够科学,对普法实效性的考核还不够,
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估和监督较少.普

法工作机构普遍存在人员不足、整体

素质有待提高,经费保障不足的问题,
缺乏相应制度机制保障.

三、意见和建议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传播法

律知识,培育法治思维,弘扬法治精

神,树立法治权威,提高全体公民的法

治意识,对于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营造吉林新

一轮振兴发展良好法治环境,具有重

要意义.为做好这项长期基础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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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执法检查组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高认识.要将普法

工作放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改革举措的高

度去看待.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普法工作

的重大意义.要加强宣传以宪法为核

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
实增强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努力形

成对全面依法治国和做好普法工作的

共识,把法治宣传教育拓展到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全过程.

二是进一步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和

贯彻实施.要继续把宪法学习宣传和

贯彻实施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首要任

务,真正做到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

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加强领导干部学习宪法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要把学习宪法作为履行职责的

基本功和必修课.要积极推进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着力提高全体公民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的宪法意识,认真组织好“１２４”国家

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要将宪法与行

业法规的学习宣传紧密结合,找准切

入点,设计好载体,将依宪执政、依法

行政体现在各项工作之中,确保宪法

学习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
三是进一步着力精准普法.要在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进一步做到科

学、精准、高效,推动工作由“大水漫

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要聚焦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围绕脱贫攻坚、扫黑除

恶、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重点采取相

应的举措来做好法治宣传工作.要以

创新求效用,主动适应以自媒体、融媒

体为代表的新闻宣传新格局和以大数

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新发

展,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从传统模式向

互联网模式转型.
四是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各地各部门要转变普法的理

念和方式,通过打造“菜单式”普法等

新模式,从过去的我宣传什么你听什

么,转变为你需要什么我讲什么.要

将执法与普法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普

法融入执法的全过程、各环节,使执法

过程成为普法过程.要拓展普法格

局,让“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

法”成为“谁执法谁普法”的实践要求

和逻辑延伸.要提高执法者的法治素

养,提升执法的公开透明度,进一步严

格规范执法行为,实现执法的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五是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估体系.

要建立完善科学系统、务实管用的考

评体系,设定科学全面的评估标准和

量化指标,制定公开公平的评估办法

和运行程序,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估结

果及结果运用渠道.要将普法工作融

入日常工作,做到既定量考核,又定性

考核,既考察手段,又考核效果.要探

索开展第三方评估,有效发挥第三方

考核对普法工作的督促作用,确保普

法考核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六是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协作.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
府实施、各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普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

以此次机构改革为契机,统筹推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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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建设和普法教育工作.要健全媒体

公益普法制度,推进各类媒体安排合

适时间和重要位置,报道立法、执法、
司法实践,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

神.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检查、监督

和保障,普法工作主管部门要加强沟

通协调和工作指导,督促普法责任清

单的落实,政府有关部门要根据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普法工作人

员和经费动态保障机制,各级人大常

委会要加强对“两个决议”执行情况的

检查监督,各部门齐心合力,共同推进

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
«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贺东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

要点的安排,省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

检查组,于９月下旬至１０月,对全省贯

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以下简称

“一法一办法”)进行了执法检查.部

分常委会委员、民侨外委组成人员和

各级人大代表参加,省民委、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
人社厅、省文旅厅等部门负责同志随

同检查.９月２７日,检查组听取了上

述各部门的专题汇报,省交通运输厅、
省国土厅、省卫健委、省体育局、省扶

贫办、省公务员局提供了书面材料.

１０月１９日至３１日,检查组先后赴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伊通满族自治县、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前郭尔罗斯蒙古族

自治县(以下简称“一州三县”)和白城

市德顺蒙古族乡开展检查.检查组深

入民族自治地方了解情况,听取当地

政府情况汇报,与各级人大代表、政府

有关部门和群众代表座谈交流,走访

民族乡镇、村屯、企业、学校、社区等地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现将有关

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法一办法”贯彻落实基本

情况和主要成效

我省是多民族边疆省份,有朝鲜

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锡伯族等５５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２１８５７万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７９６％(全国少数

民 族 人 口 １１３ 亿,占 总 人 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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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９％).全省有１个自治州、３个自

治县、３３个民族乡镇,以上区域共辖有

１９３１个行政村.边境线长１３８４６公

里,其中民族地区边境线长 １０２９ 公

里.多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民族自治

地方发展,始终将贯彻实施民族区域

自治法律法规作为落实党的民族政

策、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自治地方

发展的重要内容,民族自治地方呈现

出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民族团结、文
化繁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一)学习宣传“一法一办法”自觉

性不断提高.全省上下高度重视“一
法一办法”的学习宣传,把学习宣传

“一法一办法”与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省民委

制定了民族工作“七五”法治宣传规划

和«贯彻落实‹吉林省贯彻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实施意见›
的意见»等各项方案意见,加大民族法

律法规宣传和实施,三年来各级民委

组织多层次的干部培训班,培训干部

５００多人次,发放各类宣传图册三万多

份.“一州三县”始终将学习宣传“一
法一办法”作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推
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工作,坚持顶层设计,高位操作,将
“一法一办法”的学习纳入党委、政府

集中学习计划,作为普法宣传重要内

容组织宣教.延边州及所辖县(市)党
校把“一法一办法”的学习作为领导干

部和青年后备干部以及公务员培训的

必修课程,前郭县举办“一法一办法”
学习报告会,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农
村普及率达到８０％以上,城镇９５％以

上,学生受教育率达到１００％.长白县

向全县机关单位、乡镇村屯、中小学校

发放“一法一办法”手册,伊通县将学

习“一法一办法”作为县委、人大、政府

常务会会前学法内容.通过各类学习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贯
彻执行“一法一办法”的自觉性不断提

高.
(二)民族法制建设有序推进.民

族自治地方高度重视民族法制建设,
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

的立法权,不断完善配套法规体系.
延边州先后制定了４８部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以及１２０多项具有法律效力

的决议和决定,形成了比较完备又独

具特色的民族法规体系.伊通、长白、
前郭三个自治县也从本地政治、经济、
文化特点出发,制定出台了２４部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些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
技、生态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等领域,
为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自
主管理本地方事务,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三)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政

策规定得到有效落实.多年来,省、市
政府及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上级国家

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职责,进一步

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持力

度.２０１５年,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实施

意见,并先后出台了促进延边州、长白

县等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专

门性文件,将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地

区的帮扶职责加以具体落实.省直有

关部门也都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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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贯彻落实“一法一办法”各项规定.
在资金补助方面,落实实施办法第１４
条,民族乡补助费由每年每乡２万元

提高到２５万元.加大对民族县(市)
转移支付力度,省在测算分配对下均

衡性转移支付时,转移支付补助系数

比其他县(市)提高２个百分点.在财

政收入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对民

族地区的补助资金投入不减反增,截
至８ 月 底,共 安 排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１７４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在经

济发展方面,安排专项资金１４亿元,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推动民族

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滨海 ２
号”国际运输走廊纳入国家规划纲要,
珲春与俄、韩、日等大通道建设取得新

进展;加大对长白等民族贫困县的农

村公路建设投入,支持民族地区客运

站改建项目;充分发挥我省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旅游文化资源优势,积极

发展全域旅游,今年上半年,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１０５６万人次,成为我省旅游

业蓬勃发展的有力支撑.在社会各项

事业发展方面,持续加大向民族地区

的教育投入,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共
投入各类专项资金５８４９亿元,占全

省教育专项资金总额的１２７６％,超过

民族自治地方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
加强少数民族体育场馆建设,配建体

育健身器材,深入挖掘和发展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投入１９亿元着力

改善民族自治地方医疗卫生条件,建
立远程会诊平台,加强民族地区全科

医生培养培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建设,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积极

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放宽放活人

才招聘政策,积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

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加大力度,提升民

族地区民生保障水平.
(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步伐加快.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牢牢把握“两个共

同”主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一州三县”
民族自治地方２０１７年实现地方生产

总值 １４８６６ 亿 元,比 ２０１６ 年 增 长

５％.民族地方 特 色 经 济 发 展 迅 速.
延边州有５个县(市)、８３个民贸企业、
６０个民品企业享受国家政策和优惠利

率贴息.长白县依托本县特色资源,
成功获批“中国硅藻土之都”资源产业

基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省拥有

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比较完整的全

日制民族教育体系,朝鲜族、蒙古族、
满族和回族都设有本民族学校.少数

民族小初高入学率均达到了９７％以

上,少 数 民 族 学 生 高 考 录 取 率 达 到

９０１８％,高于全省录取率.文化建设

突飞猛进.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１２
个,博物馆１６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１１
个,城市社区文化中心２８个.积极推

进少数民族艺术传承和创作工作,民
族群众文化活动异彩纷呈,一些民族

文艺节目在国家获奖.卫生医疗全面

改善.目前,民族自治地方有乡镇卫

生院１２７个,卫生技术人员２９８９人,村
卫生室１４９５个,村卫生室人员 ２０３６
人.建立省级医学远程会诊平台,横
向贯通五大医联体,纵向链接“一州三

县”１０个县(市),同步链接到１２７家乡

镇卫生院,形成面向基层、边远、欠发

达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远程医疗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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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脱贫攻坚成效明显.民族自治

地方积极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

作,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２０１８年,国
贫县龙井、和龙以及省贫县长白、图们

将实现脱贫摘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成果丰硕.“一州三县”先后将定期召

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写进自治条

例.今年,伊通县、长白县成功举办３０
周年、６０周年县庆.延边州连续５次,
长白县、前郭县连续６次被评为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二、贯彻实施中面临的困难和存

在的问题

检查中感到,纵向看,全省民族自

治地方发展迅速、变化巨大、成效显

著,但和全省其他地区横向比较,发展

还比较困难,存在一定差距,在贯彻实

施“一法一办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是:
(一)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近

年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虽然持续增

长,但总体上看,经济总量小,特色经

济尚未形成规模.部分民族地区交

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影响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突

出,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边境地区发

展落后,全省有７４％的边境线在民族

地区,长白作为边境自治县,既不通高

速也不通铁路,制约了本地经济发展,
加之边民大量外出、内迁,边境一线人

口减少,一些村庄合并,影响了守边固

边.
(二)部分配套政策宣传落实不到

位.检查中民族自治地方普遍提出,
我省出台的一些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

具体政策规定和配套措施,宣传落实

还不够到位.主要集中表现在:一是

配套资金减免规定落实不到位.自治

法第５６条和实施办法第１０条都规定

了国家和省安排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当减少或者免除

需由民族自治地方承担的配套资金,
涉及公路、安全饮水和林业重点工程

等公益性项目,取消县及以下配套.
检查中了解到,有的民族地区仍存在

有的项目因配套资金解决不了而不得

不放弃的情况.二是边民、护边员补

贴政策宣传落实不及时不到位.２０１７
年,省委、省政府落实中央相关指导意

见,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

度促进守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发展的

实施意见»(吉办发〔２０１７〕４６号),实施

意见提高了补贴标准,对补贴范围进

行了规定.检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宣

传不及时不到位,导致有的民族边境

地区对新的补贴标准并不知晓,仍在

执行２０１６年标准.
(三)民 族 法 制 建 设 仍 需 加 强.

“一州三县”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行使法律赋

予的立法权,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一

些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民族自治

地方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但同时也

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立法工作开展不

均衡.有的自治地方立法步伐快,立
法成果多,比如延边州共制定出台了

４８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前郭县出

台了１７部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补充

规定,伊通和长白相对立法实践较少.
二是立法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民族

自治地方单行条例多数出台时间较

早,与新的政策衔接不够,与新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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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法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没有及时

修改或废止;有的条例针对性不强,地
方特色不突出.三是立法能力薄弱.
这是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问题.
除了延边州,三个自治县没有专门的

立法部门,没有专业的立法人员,民族

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四)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培

养使用机制尚待完善.一是人口外流

严重.民族地区因经济欠发达,大量

劳动力到国内其它城市和周边国家务

工或生活,尤其在民族边境地区,留守

多为老人和儿童,导致人口逐年递减,
边境地区“空心化”“空巢化”问题突

出.二是专业技术人才匮乏.民族地

区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很难

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导致各行业技

术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医生和教师

队伍,很难保证民族地区发展和群众

需求.三是民族干部录用选拔存在困

难.民族自治地方录用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对少数民族照顾的规定需进一步

落实,一些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干部“招
不进、留不住”的问题依然突出.

三、深入贯彻实施“一法一办法”
的意见建议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

法,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

性,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提出以

下建议:
(一)加强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

策的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民族区域

自治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我们的

民族政策都是由此而来、依此而存.

这个源头改变了,根基就动摇了,在民

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上

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要贯

彻实施好民族区域自治法,深入持久

地开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的学习

宣传,切实提高各民族干部群众、社会

各界,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贯彻实

施自治法律法规长期性、重要性的认

识,深刻理解自治法律法规的重要作

用,明确自身法定职责和义务,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

的能力.制定政策的有关职能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切实掌握党和国

家的民族政策,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民族地区

实情,强化依法履行职责意识,进一步

提高做好民族工作的自觉性.
(二)加强民族政策研究和民族法

制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精神,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突出

问题和特殊困难,对本次执法检查中

干部群众高度关注的、反映强烈的基

础设施建设、配套资金减免、补贴补

助、教育卫生等突出问题,抓紧研究制

定和补充完善体现我省民族自治地方

特点的政策和措施,确保“一法一办

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促进自治州县

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加快发展,共享

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民族自治地

方要不断加强立法工作,始终坚持党

对民族立法工作的领导,从民族自治

地方立法工作的需要出发,坚持“不抵

触、可操作、有特色”的地方立法原则,
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基础上,
坚持突出民族地方特色,增强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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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征,重视立法人才队伍建设,不
断提高民族立法水平,通过立法推动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各方面更快发展.
(三)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

伍建设.一是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养

和使用.把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后备干

部纳入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总体规划,
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挂职锻炼和交流

任职力度,同时,提高自治州县和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边远民族地区干

部待遇水平,调动民族地区干部工作

积极性.二是进一步完善录用国家公

务员中少数民族考生的相关制度.根

据实际情况,研究采取定名额、定比例

等倾斜性政策,吸引少数民族应届毕

业生返回原籍就业,促使当地优秀的

少数民族考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完善

自治州县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事业单

位招聘工作机制.根据实际需要,可
适当降低公开报考准入门槛、放宽报

考条件,解决招聘难的问题;通过提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生活待遇,改善工

作环境等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同时,对民族地区本地的报考人员、少
数民族报考人员、通晓民族语言的报

考人员,适当降低报考要求并给予一

定的照顾,大力培养当地专业人才.
(四)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和创建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我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和马克思

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和历史

观、文化观的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各民

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

民族人民群众能够站在国家的层面,
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认同,增进平等、统一、和谐、进步的共

识.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形式,利
用重要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组织

开展富有特色的群众性活动,增强吸

引力和感染力.继续抓好我省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发挥基地

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着眼明年国务院第七次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开展好我省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活动,发挥各级各类先进典

型和模范事迹的引领示范作用.

—４４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于　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法制委员会办理的议案１件,即王

波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吉林省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的议案.
收到议案后,法制委员会高度重

视,将该议案办理作为委员会２０１８年

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专门召开会

议,协调省政府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落

实议案办理工作.该议案涉及的立法

项目即吉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列入

２０１８年度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省
政府法制办负责条例草案起草工作,
拟于１１月份由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在条例起草阶段常委会法

工委提前介入.今年４月省政府法制

办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省直有

关部门、市县人民政府和社会公众征

求意见,同时开展省内外调研,对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并邀请专

家学者进行评估论证,进一步修改完

善.
３月下旬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司法部和国务

院法制办的职能整合,重新组建司法

部,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１０

月中旬省委召开十一届四次全会,对
全省机构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在

此期间,由于机构改革涉及政府法制

部门的职能整合,而我省机构改革尚

未启动,条例草案中涉及的行政执法

监督职责和行政执法监督主体等问题

需待明确.因此,暂缓了条例草案的

起草进程.目前司法部的“三定”方案

已确定,行政执法监督职责已经明确,
司法厅将条例草案的起草工作重新提

上日程.日前,条例草案经省政府常

务会讨论通过,将按程序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
１１月７日,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九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代表议案办理

情况的汇报.法制委员会认为,鉴于

我省机构改革的实际情况,该议案所

涉及的立法项目今年未能如期提请省

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制委员会建议将

该立法项目列入２０１９年度省人大常

委会立法计划,待省政府提请后进行

审议.法制委员会已将议案办理情况

向王波代表进行了反馈,王波代表对

议案办理情况表示满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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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
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许富国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将叶立东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吉
林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的议案»
(第２号)、韩雪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制

定‹吉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议

案»(第３号)、徐建国等代表提出的

«关于制定‹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的
议案»(第５号)、郝东云等代表提出的

«关于制定‹吉林省禁毒条例›的议案»
(第１２号),交付内务司法委员会办

理.接到４件议案后,委员会高度重

视,专门召开委员会会议,听取了省法

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妇联等部

门的情况汇报,进行了研究和审议.
我们把办理议案作为年度重要工作,
由委员会领导分工负责,充分调研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组织起草,确
保办理质量.１１月６日,委员会召开

会议,对议案办理情况进行了审议.
现将办理和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一、对«关于制定‹吉林省多元化

解纠纷促进条例›的议案»办理情况

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健全多元化

解纠纷机制作出了重要部署,鼓励各

地因地制宜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从
法律层面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建设.制定该条例已列入本届省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应尽早出台这部法

规,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促进

社会和谐,满足群众多元化解纠纷诉

求.
在该议案提出之前,委员会同省

法院已启动了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开
展了前期学习调研,组织专家学者就

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可操作性、实效性

进行了评估.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结束后,委员会立即开展相关工作,４
月份,组织了１８个相关部门人员参加

的立法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６月

份,从省法院、省司法厅抽调人员开展

条例起草工作.８月份,形成了立法方

案,成立起草领导小组.期间,赴九台

与叶立东代表见面,听取了意见建议.
目前,经与省法院、省司法厅共同研

究,数易其稿,已形成条例试拟稿.下

步将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广泛征求意

见.建议列入常委会明年立法计划,
拟于明年５月份提请常委会进行审

议.
二、对«关于制定‹吉林省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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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促进条例›的议案»办理情况

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家庭教育

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

一,事关个体利益、家庭福祉和国家竞

争力,制定一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很

有必要.制定该条例已列入本届省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应尽早出台法

规,从法律上规范健全家庭教育服务

与支持系统,促进家庭教育法治化进

程.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委员

会同省妇儿工委、省妇联的同志就议

案办理问题多次协商,提前介入条例

的起草工作,形成了条例试拟稿.１０
月,参加了省妇联组织的外省立法调

研,就条例具体条款设置等问题进行

了学习调研.下步,将积极开展相关

准备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提请常委会

审议.
三、对«关于制定‹吉林省法律援

助条例›的议案»办理情况

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法律援助

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

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

要法律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制定一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对
进一步加强我省法律援助工作,促进

法律援助制度实施,进一步规范我省

法律援助范围、标准和工作体制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制定该条例已列入本

届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１１月上旬,省政府常务会已讨论

通过了条例草案,并将向省人大常委

会提出议案.建议将制定该条例列入

常委会明年立法计划.我委将积极开

展调研论证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形成审议意见,拟于明年３月份提请

常委会审议.
四、对«关于制定‹吉林省禁毒条

例›的议案»办理情况

委员会组成人员认为,我省禁毒

条例于１９９４年制定,２００９年废止.目

前,国家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等相关法

规.加强禁毒工作是实现依法治国的

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的必然要求.因此,制定我省相关地

方性法规十分必要.制定该条例已列

入本届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此议

案由省政府提出.届时,我委将提前

介入,积极开展调研论证工作,待条件

成熟时提请常委会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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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邱志方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教科文卫委员会办理和审议的代表

议案共两件,即韩丹代表领衔提出的

«关于制定‹吉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促进条例›的议案»(１０号)和张跃霞代

表领衔提出的«关于制定‹吉林省艾滋

病防治条例›的议案»(１３号).教科文

卫委员会按照代表议案办理的有关规

定和要求,将议案办理作为２０１８年度

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两件议案

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指定专人负责协

调督办.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委员会召

开了由省教育厅、原省卫生计生委和

省政府办公厅议案处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的代表议案交办协调会,研究落实

议案办理工作,明确各有关部门办理

责任和办理时限.１０月２５日,委员会

召开第四次会议,听取了省教育厅和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议案办理情况的汇

报,并进行认真审议.现将代表议案

办理情况及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制定«吉林省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促进条例»的议案办理和审议

情况.多年来,省人大常委会一直十

分重 视 我 省 职 业 教 育 的 发 展 工 作.

２０１４年,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

关于全省职业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
并开展了专题询问.今年年初,常委

会把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韩丹等代表

的议案,推进了这项地方性法规的立

法进程.为办理好该议案,加快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立法步伐,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和省教育厅成立了工作小

组,负责立法调研和条例起草工作.
工作小组先后赴省内各市州、有关职

业教育学校和部分企业开展专项调

研,赴外省进行学习考察.工作小组

认真研究了国家相关政策和省内外开

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经验,广泛征

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我

省实际,起草了条例草案.条例草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省

委关于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指示精神、部署要求,立足于调

动学校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为
推动我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提供有力

的法律支持和保证.１０月２５日,省人

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条例

草案进行了审议,同意提请本次常委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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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制定«吉林省艾滋病防治

条例»的议案办理和审议情况.
多年来,省人大常委会一直十分

重视我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把制定吉林省艾滋病防治

条例列入了立法调研项目,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年,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会同

原省卫生计生委和省政府法制办组成

学习考察小组,先后赴浙江、云南、广
东、江苏、陕西、广西等六省进行了艾

滋病立法学习考察,赴省内各市州开

展了立法调研,形成了条例草案,并广

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条

例草案进行了多次修改.张跃霞等代

表的议案,推进了这项地方性法规的

立法进程.为办理好该议案,加快艾

滋病防治立法步伐,今年年初,省人大

常委会把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列入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并督促原省卫生计

生委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原省卫生计

生委高度重视这项议案的办理工作,
成立了议案办理工作小组,全力协助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省政府法制

办开展相关工作,对条例草案进行了

反复修改和完善.９月４日,条例草案

经省政府第１６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１０月２５日,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

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同意提请本次

常委会审议.
上述两件议案在办理过程中,省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省政府有关部

门一直与提议案代表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征求代表对办理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代表们对议案办理结果表示满

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遇志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的规定,
现将省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
向省人大常委会做出报告,请予审议.

一、代表建议提出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省

人大代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建

言献策,共有１１７位省人大代表领衔

提出了代表建议２９２件.这些建议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 紧 紧 围 绕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围
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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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改革发展

中防范各类风险等内容,代表提出建

议９０件,占全部建议的３０８％.主要

针对我省建立特色工业园区、加强特

色小镇建设;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产

业、人参产业、梅花鹿产业,加快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全面做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
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收到涉及民生

类代 表 建 议 １１１ 件,占 全 部 建 议 的

３８％.主要针对解决推广应用全生物

降解地膜、农作物秸秆焚烧、农村旱厕

改造、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农村义务教

育师资力量、乡镇医院医疗工作、鼓励

社会资金进入养老领域等制约民生改

善的“瓶颈”问题.
三是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发展和脱

贫攻坚.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收到

农业农村和精准脱贫方面的建议３３
件,占全部建议的１１３％.代表主要

围绕种植业结构调整、支持现代农业

发展、农产品销售和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加大重点地区扶贫支持力度,保
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激发贫困

人口内生动力等提出建议意见.
这三方面的建议占建议总数的

８０％以上,反映了代表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广泛参与和对美好生活的迫切期

望.另外,代表还围绕文化旅游方面

提出建议１６件,也占有一定的数量.
二、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
我们及时召开了代表建议交办会,对
办理工作进行部署,提出要求.省政

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省直有关部门

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非常重视,按照

交办会要求,认真组织办理,做了大量

耐心细致的工作.其中,省政府部门

承办２６３件、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承办７件、省法院承办７件、省检察院

承办２件、省编办承办３件,作为参阅

件１０件.截止到５月３１日,除参阅件

外,代表建议办复率达到１００％.６月

下旬,我们又对其中５件重点建议进

行了督查;９月２５—２７日,省人大常委

会组成检查组,采取“听、看、评、议”的
方式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检

查.督查和检查结果表明,所办建议

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今年建议办理工作之所以能够取

得较好的效果,主要取决于:
一是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责任

分工明确.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

和有关承办部门主管领导多次对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亲自布

置任务,研究办理措施,明确责任分工

和办结时限,协调解决办理中遇到的

困难,充分体现了对代表建议办理和

落实在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行动上的

高度自觉.
二是不断健全完善建议办理工作

机制,确保工作顺畅.各承办单位在

建议办理过程中,进一步健全完善各

项规章制度、严密规范办理工作流程,
做到依法办理、规范办理,以制度建设

促进办理质量的提高.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在办理中,制定了三级办理责任

制、代表联系制、督促检查制、信息反

馈和报告制,明确办理程序和答复标

准等具体办理事项,促进了办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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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注重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

作合力.针对建议办理工作政策性、
综合性、系统性都较强的实际,各承办

单位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省人大人代选委与各个承办单

位之间、各承办单位与代表之间,通过

召开座谈会、建立微信群、开通建议办

理网络平台、实地调研、当面答复代表

等多种方式,加强联系和沟通,听取意

见,努力把建议办理工作做细、做深、
做实,提高了办理工作的质量和满意

度.
四是探索建立代表建议重点督办

制度,推动工作落实.今年省人大常

委会为进一步突出代表建议办理的实

效性,把工作的着力点从面复代表转

到了建议落实上,建立代表建议重点

督办制度,围绕省委今年重大决策部

署,从２９２件建议中选取具有代表性、
典型性和影响力的５件建议,作为重

点建议进行了落实情况督办,以期尽

快解决代表提出的实际问题.
从代表建议办理反馈情况看,代

表对办理结果是满意的.这是省人大

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领导

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代表建议在

办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重答复轻落

实、个别建议交办不准确和承办单位

相互协调配合不够等问题,需要在今

后工作中加以解决.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要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代表对各方面工作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是依法履行代

表职务、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内

容,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

的重要途径.办理好代表建议,是各

级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法定职责,
是完善自身、改进工作的重要措施,是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支持代表依法履

职的具体体现,更是“一府两院”自觉

接受代表和人大监督的重要内容.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要

性;具体承办人员要以高度负责的态

度,认真办理代表建议,力争做到百分

之百面复代表,代表百分之百满意.
二要加强代表建议办理的跟踪落

实.各承办部门要把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与本部门职能工作结合起来,与提

高服务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结合起

来,对已经解决的,要及时向代表汇报

办理结果;对难以解决或暂时难以见

到成效的,要及时向代表解释清楚,争
取理解和支持;对暂时不能解决的,制
订出切实可行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

图,按照计划持续加以推进.
三要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落实责

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监督

落实的作用,通过开展建议办理“回头

看”检查、督查重点建议落实情况等方

式进行跟踪督办,确保办理工作不流

于形式.要继续坚持代表参与、专家

介入、有关专门委员会参加的代表建

议办理情况监督检查制度,发挥好专

家学者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保证人大

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更高质量的办理

和解决.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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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将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建议)办
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今年省“两会”后,省政府收到省

人大交办的代表建议共２６３件,由办

公厅组织协调落实代表建议的办理工

作,全部建议分别交省发改委等５３个

部门(单位)具体承办.截至５月３１
日,所收代表建议全部办结.据统计,
代表建议涉及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

决的占３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计划

逐步解决的占４７％;所提问题因目前

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条件成熟解

决的占１２％;所提问题留作参考的占

３％.从收到的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

询意见反馈表看,代表对承办部门的

办理都表示满意.
二、主要做法

(一)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是政府接受人

大监督、以宪施政、依法行政的重要体

现,是了解社情民意和推进决策科学

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省政府高度

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把做好

代表建议办理作为政府的法定职责和

重要政治任务.年初,景俊海省长在

省“两会”期间明确表示,要自觉接受

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

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

委员提案.在今年的省人大代表建议

交办会上,侯淅珉副省长表示,省政府

一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把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与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努力把办

理人大代表建议过程,转化为执政为

民和推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体现在推

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各项工作之中.省政府将办理人

大代表建议工作作为省政府重点工

作,列入目标责任制,切实将办理工作

与推进各方面工作“统筹考虑、一并部

署、共同推进”.
准确的分办是做好办理工作的基

础.彭永林秘书长高度重视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要求省政府办公厅在人代

会期间,要全程参加大会议案组工作,
积极组织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做好代

表建议办理的前期准备.为协调落实

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第一时间提出

办理意见,办公厅分管领导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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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办理工作出具体安排.“两会”后,
有关人员认真研读代表建议,做好办

前分析,对建议进行科学分类、深入剖

析,提炼出普遍性、趋势性问题,研究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分办方案.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协调沟通千余

次,分批召开代表建议分办协调会,逐
件逐项把代表建议的办理交办落实到

位.对涉及多个部门办理的,指定牵

头部门,厘清主办、协办关系,使每一

件建议都有承办单位办理,每一项建

议内容都有责任单位答复,做到代表

建议件件有着落.与此同时,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２０１８年人大代表建议与

政协提案交办函»(吉政办函〔２０１８〕４５
号),对省政府各承办单位提出明确具

体要求,确保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层层

有人抓、件件有人管.
省政府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将其作为倾听人民群

众心声、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渠道,纳
入部门重点工作和处室的目标责任

制.省发改委、工信厅、公安厅、民政

厅、环保厅(部门名称为机构改革前,
以下同)、文化厅、交通厅、国资委、工
商局、经合局、辽源市政府等单位接到

代表建议后,主要负责人及时召开会

议安排布置建议办理工作,将其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工作责任表,建立

督查台账,落实责任.省科技厅、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将建议办理情

况与处室工作绩效管理考评挂钩,从
质量、时限、实效等方面全面考核.其

他各承办单位,也采取多种形式,落实

办理任务,形成了有领导、有组织、有
分工、积极有序的良好工作态势.

(二)依法依规,规范有序开展办

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是一项政治

性、法律性、政策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

工作.年初,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
要求各承办单位认真按照«吉林省人

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的规定»严格规范办理工作;要坚持依

法办理、协商办理,接受监督、注重实

效,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依法

履行承办责任,建立健全办理责任制;
要密切配合,健全工作制度,严格执行

并全力做好建议办理各环节工作;要
从讲政治、谋全局的高度出发,认真负

责,切实推进办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法治化.
省发改委、教育厅今年承办人大

代表建议数量多,两部门严格按照办

理规定,指定处室负责代表建议办理

的协调、审核、催办、督办,对每一件建

议进行分解细化,根据职责分工,合理

确定主办处室和协办处室;省交通厅

实行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
定责任的“五定”管理制度;省公安厅、
财政厅、原省农委、省畜牧局第一时间

制定本部门的实施方案,严格执行“三
级负责制”和分办、承办、督办、审核、
答复、总结、存档等各个环节的承办责

任制,安排专人对建议办理进行定期

跟踪督导;省工信厅进一步规范办理

程序,形成了“统一受理、归类办结、限
时反馈、跟踪回访”的工作链条.省科

技厅制定了相互衔接、严格把关,规范

办理的“六级审核”制度,做到答复内

容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格式准确规

范,严格按照统一规范的公文格式,制
作正式公文回复代表;原省环保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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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建议建立办理台账,由具体承办

人员详细记录办理过程中各环节完成

时间和备注说明,责任处室根据时间

进度进行督办催办;省中医药局、原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原省粮食局一些只

有２、３件承办任务的单位,也都严格

按照办理规定,完善制定本部门的办

理工作制度,保证每一件代表建议的

办理程序依法依规,规范有序.
(三)加强沟通,不断提升办理质

量.及时有效、充分沟通是不断提升

办理质量的重要保证.省政府办公厅

在组织开展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过程

中,十分重视加强办理中的协调沟通

工作.一是加强了与省人大人代选委

的密切联系,针对今年代表建议偏多、
新代表多、综合性宏观性建议多等特

点,办公厅妥善安排落实热点、难点建

议的办理及重点建议督查等工作,在
人代选委的指导和支持下,今年的重

点建议的办理和检查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二是主动与代表沟通,了解建议立

意,对承办单位提出针对性要求,提高

建议办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了

强化对各承办单位调度督导,沟通配

合,随时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办理中遇

到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建议办理工

作.同时要求各承办单位切实加强办

理过程与代表的及时沟通,针对代表

的关注关切开展多形式交流,做好政

策说明,通报办理进度,根据代表反馈

意见优化办理方案和复文.要求各承

办单位做好承办部门之间的协调沟

通,明确责任分工,协调办理进度,统
筹办理内容,有序与代表答复、走访,
切实形成办理合力.要求各承办单位

创新沟通方式,采取上门走访、现场办

理、实地调研、电话短信联系、邀请代

表座谈等多种形式,努力实现面复率

１００％.今年,除经承办单位与代表本

人沟通后,代表明确表示不用面复的

建议外,全部实现了面复.
原省工商局在办理中,坚持把沟

通贯穿办理的全过程,与代表在思想

认识、解决措施、办理成效形成良性互

动,确保办理、答复更有针对性、实效

性.省长吉图办办理的王善斌代表提

出的«关于加快发展长平经济合作区

的建议»,代表在反馈表写到:“感谢承

办部门对建议的重视,先后多次沟通

调研,形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对此非常满意.”原省国土资源厅实行

“过程三沟通”,一是接到承办件后及

时沟通,了解代表真实意图;二是正式

答复前主动沟通,做到“代表满意再答

复”;三是正式答复后复文送达代表当

面沟通,征求意见,改进工作.省人社

厅办理的王东翠代表提出的«人才交

流中心增设学生社会实践(实习)服务

项目»建议时,人才中心主任带领有关

人员到代表所在地,实地调研并与代

表沟通,共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代表深受感动,表示今后将更加尽

责尽责,呼吁解决社会问题.代表对

省发改委、工信厅、教育厅、原环保厅、
交通厅、水利厅、原农委、原文化厅、原
卫生厅、国税局、原经合局、长春市、延
边州等单位的沟通意见也都给予了好

评.
通过办理过程中全方位、多层次、

多样化的深入细致沟通,增强了代表

的参与感、提升了代表的满意度,拉近

—４５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了承办单位与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感

情,提高了办理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督促检查,确保建议有效落

实.省政府办公厅加强办理情况的催

办和督办,在定期调度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政务网、微信工作群,向承办部门

发催办、督办通知,要求承办单位要坚

持实事求是,分类办理,结合职责分工

和工作实际,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有条

件解决的,要集中力量尽快解决,决不

打白条、开空头支票;一时难以解决

的,列入工作计划,列出时间表,继续

跟踪办理,分步解决;因条件限制目前

无法解决的,要开诚布公地向代表介

绍情况,征得代表的理解和支持.要

认真研究代表提出的建议,并分析各

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解决问题,举一

反三,推动工作改进.
今年,各承办单位在确保建议有

效落实,切实推进工作改善方面有了

明显加强.一是对建议反映的一些群

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实地调

研、邀请专家进行座谈等方式,全面了

解掌握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省住建设厅在办理韩丹代表提出的

«关于提高吉林省供热最低温度标准

的建议»时,厅长、分管厅长组织相关

处室认真研究梳理建议重点,并邀请

代表一同到有关省调研,采纳代表提

出的具体意见,并将代表的意见和建

议作为制定全省供热政策的重要参

考,写入修订的«吉林省城市供热条

例».二是将建议提出的意见转化为

可操作、可推广的的工作措施.如省

工信厅在办理卢宪军代表提出的«关
于调整吉林省重点发展专项资金分配

方法的建议»时,会同省财政厅总结原

方法分配专项资金不均衡的问题及原

因,主动调整２０１８年专项资金分配方

案,进一步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是

通过办理代表建议,注重在体制机制

上研究制定政策措施,建立推动工作

的长效机制.如,姜伟和曲风采均对

我省加快梅花鹿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省牧业局在办理时,结合朝

鲁书记、俊海省长等领导对我省的梅

花鹿产业做出重要批示要求,研究起

草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家养

梅花鹿产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省人社厅办理的罗昭强代表提出的

«关于结合吉林省实际落实好中央‹关
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促进吉

林高技能人才健康发展的建议»,在认

真研究,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起草了

«关 于 提 高 技 术 工 人 待 遇 的 实 施 意

见»,已经通过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四是通过办理代表建议,使相关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原省卫生厅在办理金

兰代表提出«关于提高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报销比例及一卡通建议»时,结合

部门工作逐步予以落实.通过建议的

办理推进“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病

保险试点工作.省公安厅在办理唐大

为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电力设施保

护工作的建议»时,建议中虽未涉及公

安机关职能.公安厅立足本职、主动

作为,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全力开展“三
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制定下发了

«２０１８年全省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

安全保护工作要点»,并开展了宣传月

活动.五是把建议办理工作与推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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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相结合,有效地促进了机关作

风转变.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勇于正视,主动作为、不回避、不推诿,
把办理建议当做解决问题,当做推动

工作发展的重要机遇.原省国土厅在

办理王海瑛代表提出的«关于破解制

约长白山天然矿泉水资源开发瓶颈问

题,促进矿泉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建议»和全洪宝提出的«关于加强矿泉

水产业保护与开发的建议»时,实事求

是说明了此类事项中央环保督查对我

省指出了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原
省国土厅在积极整改的同时,与相关

部门及国家部委沟通,争取到自然资

源部调研组就此类问题来我省进行调

研.目前,省自然资源厅在积极整改

中努力推进我省矿泉水产业发展有关

工作.
总之,今年省政府系统的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经过各方的努力,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与省人大的要求和代表

们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今后将在省

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更进一步做好办

理工作,不断提高办理质量,使政府系

统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就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以下简称代表

建议)的办理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

议.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省

法院共收到省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代表

建议７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解

放军团４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为驻吉部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以及为维军权工

作提供法律支持的建议,共４件;第二

类是呼吁解决基层法院人才储备难的

建议,共２件;第三类是对“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提出建议,共１件.上述

代表建议,内容涵盖了法院多项重点

工作,充分体现了人大代表对法院工

作的关心和支持.
省法院对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高度

重视,将办理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

人大监督的重要形式,坚持以解决问

题、改进工作为立足点,强化办理措

施,狠抓责任落实,院主要领导对每一

件代表建议都亲自阅研,并要求主动

加强沟通、认真研究落实,同时责成分

管院领导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交办要

求,组织承办部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６５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亲自赴代表所在地与代表进行沟通,
进一步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确保代表建议有效落实.截至 ２０１８
年５月底,省人大常委会交办的７件代

表建议已全部办结并及时答复代表,
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均表示满意.

一、关于为驻吉部队全面停止有

偿服务以及为维军权工作提供法律支

持的４件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为驻吉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以

及为维军权工作提供法律支持,是全

省法院的重大政治责任.对此,省法

院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三次党组会议,
专题研究为驻吉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以及维军权工作,并五次召开“全省

法院服务停偿工作推进会”,与省军区

联合召开各军事单位与法院对接会,
与驻吉军事单位建立信息沟通会商工

作机制.省法院院领导还多次带队到

省军区进行沟通协调,并与省军区联

合组成督导组,到案件较多的长春、吉
林、四平等地进行现场督导.我们采

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全面落实各中级法院对辖区法院

停偿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办责任,建
立案件台账,实行院长包案,各中院每

周向省法院报告停偿工作进展情况,
省法院每半月就全省法院停偿工作进

行全面调度,及时帮助下级法院解决

停偿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二是开辟绿色通道,提升服务质

效.全省法院对停偿案件坚持有案必

立、快速审判、强化执行,军事单位无

论什么时间申请立案都及时立案受

理,军事单位作为原告的停偿案件一

律缓交诉讼费用;对于评估鉴定需时

较长或损失难以计算等原因造成审判

时限过长的案件,采取先行判决,解除

租赁合同;强化一、二审程序与执行程

序的顺畅衔接,确保停偿执行案件责

任到人、综合施策、限期办结、及时通

报.
三是发挥政治优势,多方协调联

动.紧紧依靠军地协调领导小组领导

和支持,对于重大停偿难案,通过报请

军地协调领导小组通过资产重置、委
托管理、移交地方、公开转让和社会化

保障等方式妥善处理,实现双赢、多

赢.
四是坚持依法停偿,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坚持“军队财产不流失,群众

利益不受损,严格依法办事”三原则,
确保停偿工作稳步健康推进,取得较

好效果.例如,空军四平场站腾迁案,
涉及业户７６人,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

四平航空飞镖表演顺利进行.四平中

院和铁西区法院执行时,邀请公安、消
防等部门１５０多人到现场配合,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全程见证、全程监督,
腾迁顺利完成.再如,长春江山市场

停偿项目,转租商铺２４０多个,衍生案

件１５６件,８０余业户曾到部队群体闹

访.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执行时,全院

百余名法官干警全员出动,公安出警

５０多人,依法将业户强制迁出.
全省法院支持驻吉部队停偿工作

得到了中央军委、吉林省委和最高人

民法院充分肯定.中央军委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全军

发布了１０个停偿典型案例,吉林省就

有２个典型案例入选,分别为白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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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洮北区法院“依法确认超长期合同

效力”和梅河口法院“畅通绿色通道快

速审结案件”,入选数量居全国之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批示:“吉
林省高院全力支持驻吉部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总结

和推广.”省委副书记高广滨同志批

示:“省法院支持驻吉部队停偿工作做

得很好、很有成效!”省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在«吉林改革信息»上刊发了

全省法院支持停偿工作做法.省军区

领导也多次表示,省法院就停偿工作

打出了系列“组合拳”,落实中央要求

和省委会议精神很坚决,执行力很强,
效果很好.驻吉军事单位也多次就停

偿工作到法院表达感谢.
二、呼吁解决基层法院人才储备

难的２件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省法院党组历来高度重视基层法

院人才储备问题,通过不断完善人才

招录机制,搭建人才成长平台,拓宽职

业发展空间,落实职业保障政策,努力

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切实加强

基层法院干部队伍建设,确保年轻干

部能够扎根基层.
一是常态化招录机制确保基层法

院人才来源稳定.全省法院每年都面

向高等院校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近３
年来共招录公务员９７１名,使全省法

院人才队伍整体结构得到优化.目

前,全省法院３５周岁以下年轻干部

２７０４人,占干警总数的３５７％,为审

判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保

障.
二是司法体制改革为优秀青年人

才预留入额空间.根据«吉林省法院

系统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
规定,全省法院首批选任员额法官时,
各院至少预留１０％的员额,为优秀的

青年人才预留入额空间.为落实代表

建议,解决全省法院员额法官后备力

量不均衡问题,我们还在全省法院范

围内探索开展了员额法官公开遴选和

下派任职等工作,通过政策引导,让符

合入额条件的法官助理流动起来,充
分调动了后备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三是进一步畅通了法官助理和书

记员的晋升通道.按照«法官助理和

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要求,
我省法院在职数比例、工资待遇上向

基层法院倾斜.目前,各基层法院三

级(正科级)、四级(副科级)法官助理

和书记员职数已超过两类人员编制的

５０％以上,较改革前有了较大提高,为
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晋升提供了更

大空间,同时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工

资水平也得到提升.
三、关于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

的代表建议办理情况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决战决

胜之年,省法院坚持目标导向,组织全

省法院紧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

“三个９０％和一个８０％”工作目标,向
“基本解决执行难”发起决战总攻.截

至１０月底,全省法院参与执行人员

３２００多人,执结案件３９３０２件,执行到

位金额１３７亿元,实际执结率和实际

执行到位率两项考核指标分别位列全

国第４位和第５位.
一是构建综合治理工作格局.省

法院提请省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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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就进一步发挥党委领导、人大

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政治优

势,切实解决协而不力、联而不动等问

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综合治理.推动建立执行

救助机制,省法院针对涉民生小标的

执行不能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专

项报告,呈报省委、省政府和省委政法

委,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政府

专门拨付财政资金３１６１万元,救助涉

民生小标的执行不能案件１６７６件,救
助人数近２０００人.健全完善联合信

用惩戒机制,省法院与省委宣传部、省
发改委、省银监局联合出台«关于在

“信用吉林网站”创建失信被执行人曝

光台的实施意见»,推进建成了具备公

众查询、联合惩戒、举报老赖和吉林执

行四大功能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
目前,省法院向省政府“信用吉林网”
每天推送失信被执行人更新数据近１０
万条.

二是加强决胜攻坚组织领导.年

初以来,省法院５次召开专题会议,特
别是６月１２日召开的全省决胜“基本

解决执行难”推进会议,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胡家福同志亲临会议并作了

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７月２０日,
徐家新代院长到任后组织召开的第一

个全省法院会议,就是决战总攻“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

“思想再统一、责任再压实、措施再落

实”三项明确要求和抓“执行质效、打
击拒执、机制创新、执行管理、队伍建

设、舆论宣传”等六大务实举措,坚持

“六管齐下”,向“执行难”发起决战总

攻.１０月１２日,徐家新代院长再次组

织召开全省法院决战总攻“基本解决

执行难”暨迎接第三方评估推进会议,
对全省法院执行攻坚工作进行再调度

再部署,提出了“盯目标”“固成果”“补
短板”“准施策”的工作要求.

三是坚持全院动员全员参与.全

面强化“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力

度,从省法院做起,从院长抓起,各级

法院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靠前指挥,
精准推进攻坚任务,分管院领导和执

行局长是主要责任人,执行法官干警

是直接责任人,全面压实了各级法院

从领导到普通干警的决胜攻坚责任.
同时,在全省法院全面推行院领导分

片包干轮流坐镇指挥制度,包片领导

既包工作推进、问题解决,更包任务落

实、目标完成,包片法院完不成任务

的,由包片领导承担责任,以此层层传

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
四是加强调度督导责任追究.徐

家新代院长到任以来,先后深入到全

省９个地区１２个中院、２８个基层法院

和１４个人民法庭调研指导决胜攻坚

工作.省法院各位院领导认真贯彻分

片包干责任制工作要求,按照巡帮结

合、巡督结合的思路,带队对全省９２
个中基层法院无死角、全覆盖地进行

了三轮现场督导检查.在督导过程

中,省法院还分两次对攻坚措施不力、
执行质效指标相对靠后的５０名中、基
层法院院长、执行局长进行了集中约

谈,并对３名履职不力的领导干部建

议作出组织处理.
五是深化执行工作机制创新.探

索建立财产线索集中管理平台,开通

“９６１００”全省统一的财产线索受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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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实现了对被执行财产线索的自动

值机、统一受理、即时交办、限期核查、
全程留痕,有效提高了财产线索核查

效率,彻底杜绝了应查不查、暗箱操作

等问题.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全面

实现了“一案一账号”系统与财务管理

系统和办案系统的对接使用.目前,
全省法院实现归集案款４２６９亿元,
已发放案款３７８４亿元,其中按时发

放案款３７５７亿元.建立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监督见证执行工作机制,今
年５月和６月,省法院分别邀请包括提

出建议的沈帅代表在内的２８名全国

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全省法

院执行指挥中心,现场见证执行,全省

法院共邀请２２００多人次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监督、见证执行,得到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同.
代表建议是人大代表依法行使监

督职权的重要渠道,对于加强和改进

法院工作、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具有

重要意义.我们将在省委的正确领

导、省人大的有力监督和各位代表的

大力支持下,坚持解放思想、奋勇争

先,继续务实重行地做好法院各项工

作,推动实现吉林法院高质量发展,为
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

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

表共提出２件涉检工作意见和建议,
分别是陆军洮南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司

令员王铁峰提出的“加大司法保障力

度保障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顺利推

进的建议”和吉林市齐略律师事务所

主任、民革吉林市法律总支主委王文

提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未来人才储

备问题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将代

表建议转交我院后,省检察院杨克勤

检察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党组

会议,研究办理措施、落实责任分工、
明确办结时限,要求相关部门将办理

工作摆上日程、抓紧推进、及时回复.
现将办理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加大司法保障力度保障

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顺利推进的建

议”(１１０５号建议)的办理情况

王铁峰代表从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停

止部队有偿服务”重大战略决策的角

度,提出了以下建议:
１在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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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期和深水期,诉讼成为解决停止有

偿服务的重要手段,法院、检察院要为

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提供坚强有力

的司法保障.
２检察院要加强与驻地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沟通配

合,认真落实军地联席会议、定期会

商、涉军案件信息通报和重大涉军案

件督办等制度,充分听取部队有关停

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

了解掌握和共同研判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及其善后工作中面临的重点难点问

题,积极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军地联

动,有效化解阻力,推进部队有偿服务

工作圆满完成.
针对王铁峰代表的建议内容,我

们主要通过建立“五大机制”,推动工

作长效落实,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１建立情况通报制度.省委成立

“驻吉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

导小组”,我院主要领导担任小组成

员,各地检察长均是各地领导小组成

员.通过参加军地联席会议、定期会

商,充分了解部队有关停止有偿服务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通报有关情

况,共同研究解决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特别是涉及

检察机关承担的职责任务,主动认领,
主动对接,主动推进,依法保障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按时进行.去年至今年６
月,省检察院向省军区驻吉部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通报相关

情况６次.
２建立检察长包案制度.在驻吉

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军地协调

领导小组的指挥下,结合开展蹲点调

研工作,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充分调研

论证,结合本地实际,分别建立了检察

长包案制度.省检察院杨克勤检察长

率先垂范,坚持重大案件直接领导、直
接过问、直接办理,市县两级院检察长

本着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无小事的

态度,定期安排部署各项任务,确保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涉检环节领导有力、
工作得力、进展顺利.

３建立一案一策工作制度.充分

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坚持一事一议、一
案一策,集中力量解决诉讼程序方面

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对涉及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有关的控告申诉和涉法涉

诉信访,依法甄别处理,引导当事人和

解,消除当事人困惑,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有效化解矛盾

隐患;对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复
议、申诉等程序处理的,及时移交信访

部门,配合解决群众诉求;对法院已经

判决的案件,跟踪监督案件执行情况,
确保案结事了.比如,今年５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长春房地产管理

处与姜文阁等五人的军地房地产合同

纠纷,在磐石市法院判决生效后,姜文

阁等五人均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涉嫌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磐石市检察

院主动发现案件线索,迅速成立办案

组,检察长亲自任组长,组织检察人员

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取证,确保审

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经过近１个月的努力,姜文

阁等五人被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１件

１人、提起公诉４件４人,法院均作出

有罪判决.在案件办理中,经过多次

与姜文阁等五人沟通,办案组发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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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生的原因是姜文阁等五人对法律

法规不了解、不理解,随即,办案组成

员从法理情理上对其进行普法教育、
心理疏导,最终,姜文阁等五人表示服

从检察机关的决定,并将占用的军地

房地产全部交还部队,真正稳妥化解

了军地矛盾.
４建立平台共享机制.不断创新

司法拥军模式,主动与吉林省军区、武
警吉林省总队、武警吉林省森林总队

等多家部队有效衔接,达成合作共识,
通过共建平台,实行优势互补,促进业

务交流,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去年至

今,我院共协助军队调查取证４３次,
涉案信息查询１２０余次.

５完善行政检察机制.坚持“双
赢多赢共赢”监督理念,依法稳步开展

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对在服务保

障部队停偿活动过程中,负有监督管

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

作为乱作为,致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侵害的,主动向行政机关发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尽责.
去年至今年６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发

出此类检察建议１０余件,有效维护了

良好执法环境.
下一步,考虑到部队停止有偿服

务时间紧、任务重,有些案件法院裁决

快、执行快,可能存在个别群众申诉、
上访等问题.我们将把此项工作作为

开展群众暖心工程的重要任务,安排

控执部门做好当事人接待、释理说法

等工作,确保当事人知法明理、平息矛

盾、支持改革.
二、关于“基层法院、检察院未来

人才储备问题的建议”(１２１５号建议)

的办理情况

王文代表提出:一是在司法体制

改革中员额检察官比例尽可能多的预

留给青年人才.二是研究制定检察辅

助人员晋升通道和空间.三是提升薪

酬待遇留人.
针对王文代表的建议,结合检察

体制改革,我们持续深入推进检察改

革“精装修”,以“重自强”为目标,切实

强化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素质建设,不断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

度,检察队伍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

水平不断提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１高标准遴选员额检察官.改革

以来,省检察院已经先后３次组织员

额检察官遴选.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全
省共有员额检察官１７７２名,其中,４５
岁以下检察官占比３４１％.在首批遴

选时,为避免队伍青黄不接,我们果断

取消员额制改革过渡期,将员额比例

一次性降到了３０６％,以后每次补充

遴选也坚持先退后补,始终留有余地.
目前,预留员额３７２个.同时,严格实

行员额检察官动态管理,建立司法档

案、责任留痕、案件评查、绩效考核等

制度,对不合格的坚决清退出员额.８
月２０日,省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２０１８年

度全省检察机关员额制检察官动态调

整工作方案»,结合开展全省领导干部

作风大整顿活动,按照“四个一批”要
求,大胆选任一批优秀实干的青年检

察人员进入员额,保障检察人才梯队

建设,保证检察事业后继有人.
２拓展检察辅助人员晋升空间.

根据省委组织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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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

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对未

入额的检察辅助人员实行检察官助理

和书记员职务等级管理.针对青年检

察人员主要集中在检察辅助序列的实

际,结合基层检察院招人难、留人难的

实际问题,省检察院坚持把检察官助

理和书记员的职务职数向基层倾斜、
多予分配,有效拓展了检察辅助人员

的晋升空间.对比改革前,县级检察

院正副科级职数平均增加２名,全省

县级检察院共增加１６８名.
３提升检察辅助人员薪资待遇水

平.２０１６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出台了«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

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明确了员额制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

和行政人员的工资增长幅度要分别高

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的５０％、２０％,
该政策在我省检察机关已经全部落

实.今后,随着三类检察人员职务等

级的晋升,薪酬待遇也将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落实

检察官等级待遇,建立员额检察官逐

级遴选和初任检察官基层任职制度,
扩大从符合条件的检察官助理中遴选

员额检察官的比例,拓展青年检察人

员晋升渠道.同时,积极协调组织部

门及时启动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

晋升工作.
三、采取的主要措施

为了及时、准确、务实、规范地办

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省检察院主

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一是注重高位统筹,压实责任分

工.在收到省人大交办的挂号建议

后,省检察院杨克勤检察长亲自部署,
研究 形 成 «关 于 落 实 省 人 大 交 办 的

１１０５ 号、１２１５ 号代表建议的实施方

案»,明确省检察院人民监督工作办公

室负责调度建议办理工作,明确每条

建议的主办和协办部门,明确具体办

理的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严格承办交

接、督促检查、复函审核以及信息反馈

等程序,做到了真抓实办,环环相扣,
层层落实.

二是注重依靠代表,主动征求意

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注重质量、举一反三”的办理原则,办
理前主动走访代表了解情况,办理中

联系代表求计问策,办理后主动向代

表“一对一”答复.针对１１０５号建议,
省检察院检务管理部检察长办公室在

了解到王铁峰代表演习任务繁重,不
便面复情况后,多次采取电话、微信等

方式,及时通报办理进展情况,随时征

求代表意见,并将办理报告致电汇报,
王铁峰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针

对１２１５号建议,省检察院干部处专门

到吉林市与王文代表当面沟通,准确

了解建议内容,同步介绍全省检察机

关干部管理和队伍建设情况,于５月９
日形成办理报告并予答复,王文代表

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三是注重跟踪反馈,保证工作实

效.坚持问题导向,把认真落实人大

代表意见建议,作为加强和改进检察

工作的重要举措,做到答复建议说实

话,讲实情,干实事,讲实效.在办理

过程中注意研究建议的普遍性、规律

性问题,举一反三;注意从中解决民愿

民盼,弥补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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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检察工作.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是对检察工

作的重视和支持,是对国家利益和公

共利益的关注和关心,我们倍受鼓舞、
深受感动.全省检察机关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在省委、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在
省人大及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紧紧

抓住办理落实代表建议的有利契机,
不断加强建议办理实效,持续跟踪建

议落实情况;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探索

建立落实代表建议工作长效机制;不
断加强协调配合,继续创新落实代表

建议工作方式方法,积极拓宽群众监

督渠道,大力维护公共利益,强化法律

监督职责,为助推吉林新一轮振兴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法院关于«对‹关于全省法院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
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省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８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我院«关
于全省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在充

分肯定全省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效的同时,也指

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四个

方面的审议意见.省高院对意见十分

重视,徐家新代院长批示要求相关部

门认真研究落实改进措施.省高院相

关部门组成专门小组,逐条落实审议

意见,围绕加强统筹协调、完善证据裁

判标准、强化庭审实质化、推动与相关

工作结合等重要方面,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全省法院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工作.现将落实情况报告

如下:

一、着力强化统筹协调,努力实现

整体推进

一是加强汇报沟通.省高院坚持

在省委政法委的统一领导下,主动汇

报省人大常委会议审议意见、改革最

新政策精神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积极

争取省委政法委在落实证人出庭作证

费用、扩大律师辩护、重大涉黑涉恶案

件审判等方面的有力支持.全省各级

法院充分利用公检法联席会议平台、
会议论坛、座谈交流、庭审观摩、典型

案例研讨等形式进一步加强与政法各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带动引导政法

各部门深化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的理解和认识,及时讨论改革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形成改

革合力.
二是突出示范引领.在以点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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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考察,确定吉林中

院、松原中院两个中院,吉林船营、丰
满、磐石等基层法院为全省示范法院,
组织全省法院观摩示范法院庭审,到
示范法院学习考察,邀请示范法院领

导及法官到各地传授讲解示范经验.
坚持抓好示范庭审,要求全省各地在

辖区范围内积极组织多层次示范庭审

活动,不断以每一个具体鲜活的庭审

活动检验和推动改革扎实开展.
三是强化改革督察.针对全省法

院推进改革不平衡等问题,省高院相

关部门组成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督察小

组,通过书面调研和实地“听、查、访、
评”相结合的方式,灵活采用内部谈

话、座谈会、调查问卷、旁听庭审、检查

文件台账、查看案件管理系统、随机抽

查案件卷宗等方式对全省９个市州法

院、３个直属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进行

了认真督察,鼓励先进、督促落后、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了思想认识再

深化、改革力度再加强、各地进展再统

一.同时,省高院将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纳入对各地法院绩效考核重要项

目,实行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
对考核得分较低的法院强化函询督

办,加大督导力度.
二、着力完善证据标准,有效推动

法律适用统一

一是不断完善规范证据标准.研

究制定了涉黑涉恶案件涉及到的故意

伤害罪等２０个常见罪名的证据标准,
制定下发了«吉林省法检公机关办理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座谈会纪要»、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

意见(试行)»,在征求省内政法部门和

各级法院意见的基础上,已经研究通

过并下发执行.
二是 充 分 发 挥 典 型 案 例 指 引 作

用.高度重视典型案例在增强法律适

用指引、提供具体裁判规则方面的重

要作用,组织编写并向全省法院印发

«吉林 省 “恶 势 力”“套 路 贷”案 例 选

编»,切实增强了证据标准和裁判标准

上适用上的统一.同时,将参考性案

例选编工作纳入法官业绩评价范围,
要求每名法官从所承办案件中每年上

报两篇备选案例,从中分批次编选全

省法院参考性案例,加大法律统一适

用的指导力度.
三是积极发挥信息化助推作用.

以智慧法院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动现

代科技在刑事裁判规范中的应用.探

索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

制,以大数据挖掘分析为前提,建立类

案裁判标准数据库,通过自动检、类案

推送,有效避免类案非类判现象的发

生.在统一完善证据标准的基础上,
将积极推动试行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

案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指引和规范

证据标准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
三、着力强化庭审实质化,确保刑

事司法公正高效

一是认真抓好“三项规程”落实工

作.２０１８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并

印发了庭审实质化“三项规程”,进一

步明确和细化了庭前会议、非法证据

排除、法庭调查等关键环节.省高院

高度重视“三项规程”落实工作,将其

作为推动全省法院深入开展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制定«关于全面

试行“三项规程”的工作方案»,严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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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非法证据排除、庭前会议、法庭调

查、疑罪从无等制度,明确提出证人、
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率,律师辩

护率和当庭宣判率等关键性指标.长

春中院在中院和辖区内１４个基层法

院开展了历时一年的刑事庭审观摩评

比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二是围绕司法证明实质化,力促

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进一步

明确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范

围,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各项保障措

施,探索使用远程作证、视频作证等方

便可行的作证手段.加强与公安机关

协调配合,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

度,对破案经过、证据收集合法性等存

在争议的,力促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

况.统一明确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

所支出的交通、住宿、出庭补贴标准,
省高院已协调省财政列入专项经费直

接拔付给各级法院.大力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引导广大公民自觉履行法律

规定的作证义务,积极配合司法机关

出庭作证.
三是围绕控辩对抗实质化,充分

保障辩护辩论权.认真贯彻落实最高

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

师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

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对辩护律师

知情权,查阅、摘抄、复制有关卷宗材

料,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调取证据

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辩护辩论权的保

障.联合司法厅积极建立值班律师制

度和试行辩护律师全覆盖制度,截止

到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中旬,试行这一制度的

通化中院、延边敦化法院和长春朝阳

法院共有４５１名被告人接受了指定辩

护,１８８名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除了

部分明确拒绝律师辩护的被告人外,
基本做到了全覆盖,取得了较好效果.

四是围绕依法裁判实质化,强化

当庭宣判制度.严格规范举证、质证

程序、加强当庭认证,要求对于当庭出

示、质证无异议的证据,能够当庭确认

的,应当作出采纳与否的决定.细化

当庭宣判的案件范围,分别对当庭认

罪的简单刑事案件、疑难复杂的认罪

案件及不认罪案件规定当庭宣判的条

件.设定当庭宣判指标并纳入绩效考

核,结合实际情况,规定简易程序当庭

宣判 率 ８０％,普 通 程 序 当 庭 宣 判 率

２０％的指标,并将该项指标纳入省法

院年终对全省法院绩效考核项目,强
化制度执行刚性.

五是积极推动繁简分流配套机制

改革.进一步加大刑事案件繁简分流

力度,以解决争议为着眼点,研究设计

适用于不同案件类型的审判程序.对

被告人认罪案件,根据案件类型尽可

能简化审判程序,将有限司法资源集

中于被告人不认罪及其他重大疑难复

杂案件,为推进庭审实质化创造有利

条件.对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

被告人认罪案件,充分发挥庭前会议

功能,依法简化庭审调查、质证和辩论

程序.今年第三季度全省基层法院刑

事简易程序适用率为５６３６％,同比提

高２１１６个百分点.
四、着力推动工作融合,不断扩大

改革集成效应

一是 与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相 结

合.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过

程中,以审理好重大涉黑涉恶案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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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推进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三项规程”,组织

召开多次庭前会议,突出进行非法证

据排除,保证关键证人鉴定人出庭作

证,不断规范法庭调查程序,保障被告

人的司法人权,通过开示范庭、精品

庭,有效实现了庭审实质化.
二是与推进法院信息化工作相结

合.充分运用法院信息化建设已有的

成果和平台,探索法院、检察院、看守

所、狱内法庭等不同系统之间的技术

融合、工作衔接,推广符合条件的案件

实现远程视频提审、开庭、宣判、作证.
推进与公安、检察机关网络的互联互

通,争取早日实现案件信息共享及案

卷无纸化流转,推动建立侦查、起诉、
审判一体遵循的证据审查标准.

三是与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相结

合.充分发挥示范庭审、典型案例的

带动效应.对属于法定公开审理的案

件,具备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

大,法制宣传教育意义效果明显等情

形的,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定

社会群体和其他社会公众等旁听或主

动通过电视、互联网或其他公共媒体

进行直播或录播,拓展司法公开的途

径,强化司法透明度,扩大改革的社会

效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
四是 与 提 升 法 官 整 体 素 质 相 结

合.组织了全省法院负责刑事审判的

员额法官参加了最高法院、省委政法

委、省法院组织的培训班,邀请最高法

院、中国政法大学等资深法官和专家

学者授课,重点讲授刑事案件审理的

证据标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新修

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
增的认罪认罚制度等相关内容.全省

刑事法官受培率达到了１００％,有效地

提升了刑事法官办理案件的能力水

平.
特此报告.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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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关于«对‹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
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省人大常委会:
７月２５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全省

检察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

大常委会对工作情况报告给予了充分

肯定,对全省检察机关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同时对全省检察工作提出了

审议意见,这体现了对该项工作的高

度重视和对检察工作的大力支持,我
们备受鼓舞,备感振奋.按照人大常

委会要求,我们认真研究了审议意见,
在全省检察机关突出强调要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工作,重点围绕五个方面,狠抓审

议意见的贯彻落实:
一、认真学习,明确任务,着力保

证各项改革工作有序推进

自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下发以

来,我院党组高度重视,专门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狠抓贯彻落实.一是召开

党组会进行学习.我院专门召开党组

会,传达学习省人大常委会交办意见

精神,杨克勤检察长在会上要求各有

关业务部门要坚决破除“于己无关”思
想,牢固树立“全力而为”意识,全力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深入开展.二是召开全省性会议进行

统筹部署.我院刑事检察部专门组织

召开全省刑事检察工作半年调度电视

电话会议,副检察长曾天同志围绕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具体任务,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件件明

确工作进度,有力保证了各项改革任

务的落地见效.三是调整完善对下考

评方案.增加了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在对下考评中的权重,并
建立了员额干警司法档案制度,对于

改革任务完成较好的地区和个人,在
年终考评中给予表彰奖励;对于任务

完成不力的地区,给予通报问责,这在

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各地深化改革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力推动了各项改革

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聚焦重点,攻坚克难,着力破

解制约诉讼制度改革深入的证据难题

证据问题是刑事诉讼的“老大难”
之一,也是这次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重点.为减少

审前证据瑕疵,提高证据质量,我院在

多个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
一是精心编写类案证据指引.我院在

选派业务骨干力量赴高检院参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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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审查逮捕指引、刑事公诉案

件证据审查指引的基础上,又根据我

省工作实际,先后编写命案证据指导

手册和扫黑答问等多个类案指引性文

件,这为各级院干警精细办案、规范履

职提供了基本制度遵循.二是探索推

进提前介入工作.我院以涉黑涉恶案

件为突破口,指导全省各级检察机关

积极开展提前介入工作,截止 １０ 月

底,共提前介入涉黑涉恶案件３５件,
均取得了较好成效.如,四平市梨树

县检察院在办理杨品德涉恶案件中,
积极开展提前介入工作,在批捕前即

帮助公安机关高质量完成了证据调取

工作,后该案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２
天内即批准逮捕,并在一个月内提起

公诉,体现了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有机

统一.又如,长春市检察院在办理原

公安干警杨凯鑫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件中,针对犯罪嫌疑人反侦查

意识较强、所涉犯罪均系操控他人犯

罪等特点,通过开展提前介入,帮助公

安机关补强关键证据,并协同公安机

关共同提审,一举突破犯罪嫌疑人心

理防线,使案件得以顺利侦破.三是

全力推进“捕诉合一”机制改革.针对

以往批捕环节对证据把握相对较宽、
后续公诉环节补查效率低下问题较为

突出的情况,我们在全国创新推行了

“捕诉合一”机制改革,实行一个案件

的批捕、起诉工作均由一个检察官办

到底的工作模式,这极大缩短了诉讼

周期,提升了工作效率.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张军同志对我院这项改革

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已将该项改革

正式纳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

革方案.今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捕诉合一”调研组来我省调研时,随
行的全国知名法学专家学者们也对我

省“捕诉合一”工作给予了一致好评.
四是大力加强侦查监督工作.坚持把

“功夫下在监督上”,全面加强对刑讯

逼供、暴力取证以及违反法定程序收

集、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等各类情

形的监督工作,努力做到不让一件有

问题的证据带病过关,不让一件有瑕

疵的证据进入庭审,全省共排除非法

证据后不起诉３人,纠正侦查活动违

法９０余件.
三、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着力形

成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创新发展的

整体合力

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是一项涉及刑事诉讼各环节的系统工

程,需要各个政法机关共同努力.在

推进这项改革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

加强同省内各政法机关的沟通协作,
积极协同各有关部门共诊难题、共商

对策,有力促进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深入开展.一是积极争取省委省政

府下发支持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的意见.针对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牵涉环节众多、各部门之间协调配

合不畅等问题,我院积极争取省委省

政府支持,于今年９月２５日以省“两
办”名义制定下发了«关于支持检察机

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意见»,明
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各政法机关要

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加强对未成年人的

司法保护,这为全省开展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抓手和制度遵循.
二是主动加强与纪委监委的衔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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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针对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两部

门部分工作程序不清、个别衔接程序

缺位等现状,积极会同省纪委监委共

同会签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

流程规定、厅级案件动态指导等衔接

制度,有力保障了转隶后各项衔接工

作的顺畅开展.现各地已对吉林省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刘保威受贿

案、松原市政协原副主席宇树志受贿

案等多起大案要案提起公诉,衔接配

合情况良好.三是组织举办第二届全

省公诉人与律师论辩大赛.９ 月 ２１
日,我院会同省司法厅、省律协等有关

单位,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全省公诉人

与律师论辩大赛,双方选手通过证据

分析、庭审质证、法庭论辩、以案释法

等方式,为现场观摩的广大一线公诉

人和律师们展示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

论辩之战,让大家受益匪浅,真正达到

了以赛促学、以赛代训、共同提升的目

的.
四、强化培训,提升素质,着力保

证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持续健康开展

今年９月,省人大常委会专题听

取了我院关于加强队伍正规化专业化

职业化建设、促进公正司法的工作报

告,与会省人大代表们也提出了具体

意见建议.我院将研究落实省人大代

表们的意见建议与加强刑事检察队伍

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采取多种有

效措施,全面提升刑事一线检察官的

综合素能.一是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我院坚持把讲政治和讲法治、讲
服务和讲监督有机统一起来,立足检

察职能,深入推进全省检察机关纪律

作风大整顿活动,全力为推进三大攻

坚战提供高品质的法治服务,确保司

法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二是扎

实开展业务培训.我院先后举办了全

省公诉人高端人才培训、全省刑检干

警基础业务素能培训班,全面强化对

一线干警“勤于学习、全程审查、庭审

对抗、法律监督、文字综合、廉洁自律”
六种素能的培养,这为全面推进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

保证.近日,组织全省相继开展了宪

法基础知识网上测试、政治理论综合

测试、刑事检察业务考试等多项测试,
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督促全省干警

加强对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日常积

累和学习,有效提升了干警的综合素

质.三是继续深化听庭评议工作.充

分发挥网上办案系统和远程庭审视频

系统的信息化监督优势,加强对各地

无罪、撤诉、不起诉以及庭审不规范现

象的网络巡查工作,现已通报问题案

件１６件,不规范庭审２个,有效提升了

各地庭审的规范化水平.
五、立足大局,服务人民,着力提

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人民检察院来自于人民,必然要

为人民服务.我院始终牢记“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认真听取各级人大代表

提出的意见、建议,高质高效办理各级

人大交办的各类事项,自觉按照人民

的要求加强和改进人民检察工作.一

是深入开展第二轮蹲点调研工作.我

院党组要求各分管院领导、二级高级

以上检察官分别赶赴所包保的基层检

察院,重点围绕上半年蹲点调研中各

地反映出的问题及各级人大代表对当

地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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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馈,逐个进行答复,确保将问题

解决到位,将意见和建议落实到位.
二是全面推进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工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

检察公益诉讼的重大部署,重点围绕

生态资源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

产保护、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等领域,积
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现已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１１０ 余

件,有力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无人

诉、不愿诉、不敢诉”公益问题.今年

１０月２０日,我院牵头辽宁省检察院、
黑龙江省检察院、内蒙古自治区检察

院,共同召开了“东北三省一区”生态

资源环境保护区域协作座谈会,并会

签了加强森林资源、水资源、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保护监督协作文件,共同通

过大数据检索、卫星遥感和无人机等

先进技术手段,对跨区域侵害公益的

线索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移送、加强联

动、共同处置.该项举措得到了省委

巴音朝鲁书记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雪

樵副检察长的高度肯定.三是大力深

化检务公开.积极推进审查逮捕诉讼

化改革工作,建立审查逮捕阶段检察

机关听取律师意见建议机制,健全完

善重大疑难案件审查逮捕听证机制,
不断增强逮捕的透明性和对抗性,坚
决避免“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现象

发生.积极推进检察文书说理性改革

工作,我院计划于近期在长春、吉林等

地一些基础较好、干警素质较高的基

层院开展试点工作,待试点成熟后正

式在全省推开,努力做到让正义以人

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得到实

现.
今年１０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两部法律的修改

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

提出的更新要求和更高期待.在今后

的工作中,全省检察机关将在省委的

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

监督下,进一步更新改革理念、加大工

作力度、强化协作配合、完善监督机

制,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

改革各项要求在检察环节的落地见

效,努力为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关于«对‹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

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省人大常委会: 转来的«关于‹对«关于全省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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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交办意见»(吉人办发〔２０１８〕３９号以

下简称«审议意见»)收悉.省政府高

度重视,责成省公安厅认真研究办理.
承办单位针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逐条进行分析研究,认真提

出改进措施,努力抓好落实.现将有

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对

改革的认识

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要求,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

安机关更加注重转变执法理念,坚持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程序公

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逐步树立起充

分体现公平正义的现代刑事司法理

念.一是树立证据裁判理念.以审判

为中心,要求庭审实质化,关键在于落

实证据裁判规则.全省公安机关和公

安民警更加注重以客观证据为核心,
通过外围侦查取证及时发现、提取和

保全各种实物证据,确保认定的案件

事实有证据支持,据以定案的证据能

够查证属实.对于经认定属于非法证

据的,一律予以排除,证据不足的一律

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处理.二是牢固

树立程序正义理念.针对公安机关刑

事执法办案工作存在重视实体正义,
而忽略程序正义的倾向,全省公安机

关在执法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传唤、搜
查、讯问、采取强制措施、处理涉案财

物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环节,
实行全面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坚
决防止因案件手续不健全、不完备,或
取证程序不合法而导致证据失去证明

力等问题的发生.三是更加注重树立

人权保障理念.全省公安机关彻底摒

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错误观

念,真正把尊重和保障人权、无罪推定

理念根植于心、践之于行.在审判机

关裁判前,不得将犯罪嫌疑人当罪犯

看待、处理,更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

罪,坚决对任何冤假错案说不,切实维

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协调,统一组

织,统筹谋划,整体推进

省公安厅积极加强与检法机关的

沟通协调,建立健全与检法机关对口

衔接机制,确保刑事案件统一审核、统
一出口的运转协调机制.一是完善执

法司法衔接制度.建立协同诉讼机

制、言词证据和法律文书电子文档随

案移送制度、侦诉通报制度以及联席

会议制度,对提前介入侦查、非法证据

排除、审前过滤、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衔

接、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方面作出

明确规定,全面构建以审判为中心诉

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的新型诉侦关系,
确保刑事案件对口衔接机制有效运

转.二是建立与检法机关协调配合机

制.吉林省公安厅积极完善公安机关

与检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

衔接,目前在省监察委的协调下,与检

法机关就监察委要求公安机关指定管

辖的案件达成共识.下步将继续协调

检法机关就其他刑事案件的指定管

辖,按照２０１２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等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实施刑事诉

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管辖的相关

要求执行.同时,积极落实重大、疑难

案件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认
—２７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真听取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法律适

用、证据规格等方面的意见,确保办案

质量.三是统一执法标准.紧紧围绕

立案追诉标准、证据证明标准、社会危

害性认定标准,类型性、多发性、系列

性和跨区域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刑事

司法政策把握等重大问题,加强与检

法机关沟通会商,把“套路贷”、妨害国

边境、涉林、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犯

罪,以联合发文或者会议纪要的方式,
将有关标准固定下来,为民警执法办

案提供精准操作指引.四是依法保障

律师执业权利.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

案管中心和看守所统一设立律师执业

权利投诉受理机构,公开悬挂“律师投

诉受理告示牌”,实行律师执业权利投

诉受理首接责任制,在首次接待中即

向律师全面告知受理机构、受理事项、
联系电话和证据材料提交内容等事

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后第

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

处理、第一时间反馈.
三、关于进一步完善证据标准,强

化执法监督管理

省公安厅坚持问题导向,采取各

项工作措施,着力提升侦查取证工作

水平.一是健全完善证据收集工作规

范.２０１７年７月,编写下发了«常见多

发刑事案件执法办案指引».今年初,
组织编写了«吉林省公安机关办理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法律指引»,同时将相

关办案指引嵌入公安内网办案系统,
引导办案民警依法、全面、及时收集证

据,确保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法庭

调查、辩论的检验.二是全面规范现

场勘验取证工作.严格执行«关于建

立“一长四必”现场勘查工作新机制的

意见»,进一步规范全省现场勘查、物
证检验鉴定工作,努力为刑事诉讼提

供及时、合法、全面的证据支持.今年

以来,共举办全省现场勘验检查、法医

检验鉴定培训班二期,邀请公安部和

吉林大学医学院等专家学者授课,共
有４００余人次参加了培训,有力提升

了全省现场勘查、法医检验工作水平.
目前,我省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现

场勘查率达到１３５％,全部案件现场勘

查率达到７５％以上,足迹、指纹、DNA
物证采集率达到３０％,为提高我省刑

事案件办案质量提供了强力支撑.三

是探索建立跨部门执法数据交换机

制.积极协调检法机关,研发远程案

件会商、电子卷宗传输、案件信息交换

等功能,有效提升诉讼效率和办案效

能.完善公检法司基础数据信息通报

机制,及时采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机关宣告判

决、审判监督、交付执行,司法行政机

关执行刑罚和强制隔离戒毒等诉讼下

游环节的信息资源,进一步完善案件

流转链条和重点人员、违法犯罪人员

数据库,为公安机关调查前科劣迹、作
案手段及串并案件提供了精准支持.
四是抓好证据审查工作,完善案审机

制.今年６月,制定出台了«吉林省公

安厅关于预防和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全面细化非法证据排除具

体情形,特别是将采用暴力、威胁以及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列入依法排除

范围,严格规定法制部门发现可能出

现非法证据的,及时予以制止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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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部门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弥补,
确保案件不“带病”进入起诉和审判环

节.今年８月,修订了«吉林省公安机

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设置和使用管

理实施细则»,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对讯

(询)问违法犯罪嫌疑人进行全程不间

断同步录音录像,严防非法收集证据

行为的发生.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关于«对‹关于全省司法行政机关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
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省人大常委会:
转来的«关于‹对«关于全省司法

行政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交办意见»(吉人办发〔２０１８〕
３８号以下简称«审议意见»)收悉.省

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司法厅认真研

究办理.承办单位针对«审议意见»中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进行分析研

究,认真提出改进措施,努力抓好落

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继续强化组织领导,不断提高

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司法部的决策

和部署,进一步增强参与改革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把改革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
(一)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体系.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坚持把以审判为中

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结合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政治站位,进一步研究

部署推进改革的具体思路及工作措

施,做到组织领导体系健全、改革任务

分解到人,切实提高抓改革任务落实

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省各级司法行政

机关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面认真贯

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

革的意见»(法发〔２０１６〕１８号)和省高

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

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司法厅«关于推

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的具体实施办法(试行)»(吉高法发

〔２０１７〕４号),主动作为,扎实工作,确
保司法行政机关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制度改革中的职能作用得以充分

发挥.
(二)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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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机关将改革工作任务进行再细

化再分解,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
不断加强督导检查,巩固成熟经验做

法,对未完成的工作任务分析原因、找
准对策,研究制定下一步工作措施.
积极调动社会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

工作的积极性,努力提高法律援助供

给能力;不断规范司法鉴定行为,进一

步提升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不断

加强与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的协调配合,开展值班律师工作站规

范化建设.
(三)进一步完善工作配合机制.

全省司法行政机关主动与法院、检察

院、公安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取得工作

支持.依据省委政法委«关于建立律

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吉政法

〔２０１７〕２３号),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吉
林省司法厅«关于加强诉辩衔接机制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 »(吉 检 发 刑 字

(２０１６３５号)等文件精神,采取组织召

开律师工作联席会议等方式,及时与

相关部门加强沟通交流,共同研究处

理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二、扎实有效推进值班律师、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

会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

正为目标,进一步推进值班律师、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一)推 进 法 律 援 助 值 班 律 师 工

作.省司法行政机关加大力度落实吉

林省«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

作的 实 施 意 见»(吉 司 联 发 〔２０１８〕２
号),进一步细化值班律师工作站管理

规范和值班律师纪律要求,加强全省

值班律师工作统计分析和业务指导,
及时发现并整改值班律师规范化建设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值班

律师工作程序,为当事人咨询和申请

法律援助提供更多便利;着力加强与

人民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的沟通协

调,各司其职,为开展值班律师工作提

供保障;积极争取编制等部门支持,对
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编制等问题开展调

研,努力破解值班法律援助律师短缺

问题.
(二)推进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

作.按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

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吉司

联发〔２０１８〕１号)精神,省司法行政机

关及时总结通化市(本级)、长春市朝

阳区、延边州敦化市三个试点地区经

验做法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按照司

法部的统一安排部署,逐步扩大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范围;研究

整合律师资源,加大刑事法律援助案

件指派力度;研究探索跨地区指派律

师的办法,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覆

盖率;加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业务培

训,增加值班律师业务培训内容,扩大

受训人员范围,使更多的律师适应刑

事法律援助工作.
(三)推进值班律师和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经费落实工作.省司法

行政机关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
会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开展工作调研,
研究制定我省值班律师和刑事案件律

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经费的解决办法,
重点解决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办

—５７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案经费困难问题,推动值班律师值班

补贴单独纳入财政预算;建立试点市、
县(市、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法律援助经

费保障水平适应试点工作需求,探索

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
三、加强监督管理、依法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不断提高律师执业水平

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

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对律师工作、律师队伍建设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司

法部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教育

我省律师“讲政治、履职责、促改革、重
自律”.

(一)进一步加强政治引领.认真

贯彻落实今年以来司法部召开的全国

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全国律师

行业党建工作推进会精神,旗帜鲜明、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全面

领导,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党

建先行,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律师行业

党组织和党员基本信息登记核查、党
建工作督察、党建工作座谈会等任务

落实,在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对

律师行业全覆盖基础上,继续推进律

师行业党建工作全规范、全统领工作,
让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在律师事务所

各项工作中真正发挥作用.
(二)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认真

落实党中央和司法部关于律师维权惩

戒工作指示精神,严格履行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指导管理监督责

任.督导省律师协会“律师刑事辩护

指导委员会”切实发挥作用,加强对参

与办理刑事案件律师的指导、指引,加

强对重大敏感案件的把关研讨.指导

律师事务所落实对本所律师的管理监

督责任,建立健全接案审查、案件集体

讨论、检查督导和重大敏感案件报告

等制度,把好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辩护

工作第一道关.加强执业监督,对律

师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决从严

处理,形成惩戒工作震撼力.
(三)进一步保障执法权利.省司

法行政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有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部署,优
化协同配合,与有关职能部门贯彻落

实«关于建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

联动处置机制的实施意见»(吉司联发

〔２０１７〕１９号),共同保障律师知情权、
申请权、申权、质证、辩论等权利.指

导省律师协会、各市(州)律师协会充

分发挥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的作

用,畅通申请维权渠道,做到维权第一

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

理、第一时间反馈.按照司法部与公

安部正在会商联合解决律师在看守所

会见难问题的相关精神,与省公安厅

加强协调沟通,依法依规保障律师会

见权.
(四)进 一 步 提 高 执 业 素 质 和 水

平.引导广大律师向我省律师队伍的

杰出代表赵春芳同志学习,不忘初心,
执业为民,始终坚定正确的法治信仰,
坚定公正的价值追求,恪守诚信,严格

自律,提升律师职业道德素质.加大

对律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组

织开展律师行业管理干部培训班、全
省律师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培训班,
开展“重走抗联路”党课教育等多种形

式,努力提高律师队伍职业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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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业水平.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情况的报告(书面)

省人大常委会:
转来的«关于书面审议省政府关

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和省级

环保督察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吉人办

发〔２０１８〕４９号)收悉,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进展情况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１日至９月１１日,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

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于１２月２７日

反馈了督察意见,指出了我省在贯彻

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推
进水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等３
方面、１２类、６７个突出问题.我省高

度重视,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作

风、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措施抓好

整改落实.截至目前,６７项整改任务

已全面启动,２２项已完成或基本完成,
其他任务均在稳步推进中,我省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省委对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高

度重视,朝鲁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多次现场调

研督办.各位省委常委严格按照“双
包保”要求,深入包保地区督导推进.
省人大提前完成修订«吉林省城镇饮

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的整改任务,为各

地各部门督察整改作出表率.省人大

常委会组织开展环保法律法规执法监

督检查,全面加强生态环境法律监督.
在省委的有力领导和省人大的监

督指导下,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央环保

督察整改工作,深刻反思和坚决整改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旗帜鲜明地

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摆上

压倒性的战略位置,坚持把督察整改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和

重大发展机遇来抓,高位统筹、聚焦重

点、精准管理、跟踪督办、严肃追责,全
力推进督察整改落实.

一是高位统筹推进.提前成立省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
下设５个工作组,全面统筹推进督察

整改工作.省长景俊海７０多次作出

批示,多次到现场督导推进整改进展,
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指
导和推动解决实际问题.２０１８年１月

３日,景俊海省长履职次日就召开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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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动员部署会,提前启动问题整改.
２月２日,景俊海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

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吉林省贯彻

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２月２３日,景俊海省长召开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员部

署视频会议,要求全省上下坚决扛起

政治责任,只争朝夕,从严从实,全面

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任

务.３月２６日至２８日,景俊海省长赴

辽源、四平和公主岭等地实地调研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３月

３０日,景俊海省长召开省环境保护委

员会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会议等,研究部署

相关工作.４月８日,景俊海省长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东辽河污染治理

工作.５月１５日,景俊海省长深入长

白山国际度假区违规建设别墅整改现

场检查督促拆除工作,实地了解进展

情况,要求按时限完成整改任务.５月

１７日,景俊海省长公开约谈水环境达

标滞后地区政府主要负责人.６月６
日,景俊海省长到四平、辽源调研,沿
河巡察、现场督战东辽河流域水污染

治理.６月１１日至１２日,我省连续召

开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两个

高规格会议,景俊海省长主持会议,要
求聚焦突出问题持续发力,坚决抓好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７月１３
日,景俊海省长主持召开全省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推进会议,
强调坚决按时限高标准完成整改任

务.８月１４日,景俊海省长到辽源市

调研,并召开全省辽河流域水污染治

理工作推进会.９月１０日,景俊海省

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侵占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

作.９月１２日,景俊海省长到长春市

和吉林市实地调研石头口门水库水源

地污染整治情况.９月１８日,景俊海

省长在前期批示要求省政府督查室会

同１１家省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

组成员单位现场核查的基础上,召开

省政府党组２０１８年第２３次(扩大)会
议,研究部署高尔夫球场彻底清理整

治、再次现场验收工作.９月３０日,景
俊海省长召开省政府党组２０１８年第

２５次(扩大)会议,研究查干湖生态保

护治理工作,要求编制专项治理规划,
理顺体制机制.１０月２日至７日,景
俊海省长暗访调研了长春市富强水

库、新立城水库、石头口门水库、吉林

市星星哨水库和长春市莲花山生态保

护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责成

所在地政府研究对策,加快整改.１０
月９日,景俊海省长到德惠市调研秸

秆综合利用等情况,要求下大力气推

广秸秆还田等新技术,严禁秸秆露天

焚烧,防止加重污染大气.１０ 月 １６
日,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期间,景俊

海省长到松原、辽源代表团参加讨论,
对查干湖保护、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

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加快整改.
常务副省长吴靖平、副省长石玉钢、侯
淅珉、刘金波、李悦、朱天舒、安立佳分

别采取听取汇报、现场调研、实地踏查

等方式对包保部门开展调研督办,推
动解决实际问题,分管副省长侯淅珉

走遍全省所有地区督导推进.各级各

部门都相应成立了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党政主要领导亲自上阵,全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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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整改,在全省上下形成了党政同

责、聚力整改的良好氛围,为整改提供

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聚焦重点问题.以习近平总

书记批示的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违建

别墅、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问题为重

点,集中全省各方面力量,不讲条件、
不计代价,攻坚克难、重点突破、全力

以赴解决这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扎实完成长白山高尔夫球场和

１６７栋违建别墅问题整改.成立由常

务副省长任组长的专项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协调推动整改工作.白山市认

真落实整改要求,积极协调企业,全力

以赴抓好整改工作.整个拆除工作,
省市县协调联动、合力攻坚,企业、业
主配合协商拆除,做到了依法依规、平
稳有序.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高
尔夫球场经营活动全面停止,球场特

征和功能彻底消除,全面完成高尔夫

球场整改工作.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
日,违建别墅已全部协商拆除,没有出

现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推动辽河流

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成

立辽河流域水污染专项整治工作推进

组,建立了省政府统筹推进,省直部门

与地市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合力攻坚

的工作机制.编制实施了«辽河流域

水污 染 治 理 与 生 态 修 复 综 合 规 划

(２０１８—２０３５)»,明确了治理目标、措

施和主体责任,确定了水生态修复、水
环境治理、水资源保护、环境监管等４
个方面２４２个项目.加快推进辽河流

域综合治理项目实施,省级紧急筹措

１０亿元用于项目建设,目前已开工建

设项目３６个(总投资５０６２亿元),推

进河道内耕地退耕和河岸生态修复,
加速推进了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工程

的建设.启动实施辽河流域水污染整

治专项督察,排查出１３１个问题,目前

已完成整改７５个,取缔非法呆砂点２１
处,关闭入河排污口６４个.启动实施

了辽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联合行

动,围绕非法采砂、入河排污口、饮用

水源地、重点排污单位、畜禽养殖、固
体废物等开展系列专项行动,发现典

型违法违规案件３０起,现已立案２１
件.启动实施东辽河应急生态补水,
今年４月份以来辽河流域水质同比有

所改善.
同时,全面整改石头口门水库等

水源地存在的鱼塘养鱼换水、水源地

围网破坏和巡护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目前,鱼塘围堰已经拆除清理完毕,与
水库彻底打通实现退渔还库.莲花山

度假区四家乡杂木村破坏围网已经封

堵完毕,在此基础上对围网破坏问题

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对破坏点进行了

封堵.健全了巡湖守护机制,划定４０
个片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水源地周

边重点区域监控设施已启动建设,完
成了项目初步设计和立项工作,并同

步实施水库周边入库河流水系生态治

理工程.
三是全程精准管理.建立了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全程管理工作机制,实
行全口径、全周期、全链条精细化管

理,切实提升整改工作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
强化方案引领.通过多次认真研

究和修改完善,形成«吉林省贯彻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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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反馈的问题逐一

分解落实到１２个地区、５５个部门,并
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督导单位、整
改目标、整改时限和整改措施６个清

单.各地、各部门层层制定整改方案,
层层细化分解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为了确

保整改工作落地、落实、落细,建立并

严格执行督察整改“四项机制八项制

度”,压紧压实整改责任.
强化“三本账”管理.建立了整改

问题、举一反三和长效机制“三本账”,
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反馈问题一

个“点”为基础,通过举一反三,对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深挖成因、全面排查,
着力解决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线”上的

问题.在“线”的基础上,研究建立标

本兼治的长效机制,持续发力,巩固成

效,进而从“面”上解决各类环境问题,
做到解决一个、带动一批、治理一片.

强化跟踪督办.每月召开整改推

进会议,省督察整改办公室每周调度

进展情况,每月通报各地各部门整改

情况,并通过发放问题确认单、预警

函、督办函等形式及时交办地方党委

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目前,共下发

问题确认单２９份、预警函２９份、督办

函７份.同时,省政府对８个地市政府

主要领导进行了约谈,督促责任单位

加快整改落实.
强化实地核查.先后组织４轮现

场核查,实地核准整改进展.４—５月,
省督察整改办公室对１２个地区全面

进行了实地核查.６月中旬,省政府督

查室会同省委督查室对２０个省直单

位开展督查推进.９月初,省督察整改

办公室组织１４个督导部门对所负责

的督导任务逐一进行督导检查.１０月

中旬,省督察整改办公室组织１５个省

直部门对各地整改进展情况联合开展

复查复核.
强化销号验收.明确整改销号标

准和流程,坚持整改完成一个、验收一

个、公示一个、销号一个.责任单位和

督导单位自行组织现场验收,省督察

整改办公室对上报备案的销号台账进

行审查,并组织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整

改工作经得起检验.
强化信息公开.围绕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在“一报一台一网”
等主要媒体开设了“保护环境立行立

改”专栏.年初以来,省级“一报一台

一网”共专栏刊播、发布整改新闻２８２
条,并充分发挥“两微一端”作用,形成

良好的督察整改舆论氛围.
四是严肃责任追究.中央环保督

察以来,全省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

期间交办的群众举报案件共问责１９２０
人.其中,县处级干部１１０人、乡科级

干部４５３人、科员级干部１３５７人.对

督察组移交的１２个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问题,拟问责１８０人次(２人因

多个问题被问责,实际问责１７８人),
其中,给予党纪处分７８人次、政务处

分４９人次,给予诫勉谈话处理５３人

次.
(二)取得的主要成效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推动整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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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责任,坚决推动环保督察整改落实,
合力推动污染防治攻坚,不断完善生

态环保长效机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逐步得到解决.
一是进一步压实了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省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程,定期研

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严格执行

«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

(试行)»«吉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坚
持“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

环保、管自然资源资产必须管环保”的
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的

主体责任.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以来,
各级人民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召开常务会议、专
题会议研究环保工作的频次明显增

加.各级各部门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作为重点任务,初步形成了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合力推进、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
二是进一步加快了绿色发展转

型.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东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

兴东北的一个优势”“更好支持生态建

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

势”,明确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对策,为
新时代保护生态环境和坚持绿色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府

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牢固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快

打造“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优化 国 土 空 间 开 发 格 局.按 照

«吉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各类

空间性规划,科学划定全省县(市)的
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坚定不移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推动中东西

“三大板块”发展.全面建设中部创新

转型核心区,打造国家级可持续发展

示范区,优化城镇体系;全面建设东部

绿色转型发展区,壮大特色资源、生态

旅游等产业;全面建设西部生态经济

区,加快推进河湖连通等工程,打造绿

色能源基地和草原生态“名片”.加快

调整产业结构.深入实施“四大产业

转型升级工程”,积极化解重点行业过

剩产能,统筹推进火电、水泥、玻璃、电
解铝 等 行 业 落 后 和 过 剩 产 能 退 出,
２０１８年累计退出煤炭产能２１５万吨,
取缔２家“地条钢”企业.深入实施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吉林行动纲要»,加快

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车、无人机、机器人、碳纤维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健康

发展,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产值

占 GDP 总量达到 ４１９％,同比增加

１８个百分点.
积极调整能源结构.采取重点地

区减量替代、重点行业节能改造、大力

发展新能源等措施,强力推动煤炭消

费减量.加快推进“气化吉林”工程建

设,到２０１８年９月,全省天然气管道总

里程达３１１５公里,县级以上城市燃气

管道覆盖率和城镇人口气化率均达到

７０％以上.加快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达１１５１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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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提高到３９％.
有序发展循环经济.围绕生产、

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按照“减量化、再
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积极推进循环

型工业、农业、服务业建设,完善再生

资源回收体系,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

源循环利用体系.执行最严格的环境

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土地管

理制度,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生

产,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积
极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节能环保产

品,努力从源头上推动吉林经济实现

绿色转型.
三是进一步解决了生态环境领域

的突出问题.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印
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配
套制定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和饮用水源地保护３个三

年攻坚作战方案,加快解决水、生态、
大气领域突出环境问题.

着力解决水污染问题.全面落实

河、湖长制,突出辽河、饮马河流域水

污染治理,加快实施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

设、水源地保护、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

重点工作.对水环境质量达标明显滞

后、“水十条”重点工作进展缓慢地区

采取了通报、预警、约谈、挂牌督办、区
域限批等综合措施.２０１８年以来,黑
臭水体整治项目新开工７处,消除黑

臭水体３处,目前地级以上城市建成

区９９处黑臭水体已全部开工,基本消

除８３处.新扩建城镇污水处理厂２７

座,提标改造２５座.新增２家省级以

上工业集聚区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建设,全省７３家省级以上工业集聚区

中已有６７家完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建设.全省列入２０１８年整治任务的

１１８个问题,已经完成整治的有８９个,
完成比例７５４％.２０１８年完成１８９３
户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关闭

或搬 迁,全 省 已 累 计 完 成 禁 养 区 内

２１５４户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关闭或搬迁

工作.开展清河行动,针对清理河道

垃圾、非法采砂整治等开展１０次督导

检查,以“一河一单”等方式督办河长,
累计下发督办通知单７２份,２０１８年全

省累计清理河道垃圾１７２８４万立方

米,清理河道内违章建筑１０６１处.着

力解决生态破坏问题.统筹实施西部

河湖连通、东部天然林保护、中部黑土

地保护、松花江流域综合整治、海绵城

市等重点生态工程.启动了侵占破坏

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组

织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截至９月底,全省省级以上自然

保护区排查出的３３７６个问题点位已

整 改 完 成 ２０５０ 个,整 改 完 成 率 为

６０７２％.组织开展了大美草原守护

行动,共恢复草原植被１６７９公顷,在
向海保护区、波罗湖保护区分别开展

退耕还湿１０００公顷和４００公顷.完成

“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建设１２万亩、
沙化土地治理３０万亩、林地清收还林

６０万亩、矿山生态恢复治理６７公顷.
组织开展违法违规参地清收还林,已
清收参地５１５０公顷,还林５１４３公顷.
国土、环保、林业、水利、住建、文化等

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明确提出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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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设置矿业权区域设置矿业权,全
面停止保护区矿产资源勘探、开采活

动.
着力 解 决 大 气 污 染 问 题.印 发

«吉林省２０１８秋冬季秸秆禁烧工作方

案»«吉林省秸秆禁烧区划定及管控规

范(试行)»及«吉林省秸秆禁烧量化责

任追究办法»,组织开展秸秆禁烧专项

行动,建立完善秸秆离田、全天候检

查、市级巡查、量化问责等十项机制,
形成了全覆盖的网格化监管体系.积

极推进秸秆“五化”和收储运体系建

设,年新增秸秆综合利用能力２００万

吨以上.不断强化煤烟型污染治理,
今年以来全省共改造２０蒸吨以上燃

煤锅炉９９９台.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

低排放改造,全省２８台３０万千瓦以上

机组除２台计划关停外全部完成改

造.积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修订

地市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严格落

实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２０１８年１—
９月,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８８０５％,同比增加４７４
个百分点.重度以上污染天数４天,
同比减少２４天,PM２５平均浓度３１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１６２％.

四是进一步加大了生态环境监管

执法力度.深入落实新环保法及４个

配套办法,加大新环保法及４个配套

办法的执行力度.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
全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１６２６件,罚款

总额１３亿元,４个配套办法案件４７０
件,其中,按日计罚 １７ 件,查封扣押

２２０件,停产限产１１５件,移交公安机

关１１８件.今年以来,省环保厅直接

查办处理重点典型环境违法案件３０

件,下达罚金５８１２５万元.开展了严

厉打击破坏森林及野生动物资源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和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环

保整治行动.截至９月底,共破获各

类涉林案件７９７起,打击处理违法犯

罪人员８６３人,收缴木材６１４立方米,
收回林地１３８公顷.开展了打击毁林

种参专项行动,全省巳侦查终结但暂

未还林的刑事案件３８５起,涉案林地

９６０９８公顷,涉及地块７１３块;已查处

但暂未还林的毁林种参林业行政案件

７５６起,涉案林地面积２３２２公顷,涉
及地块８５８块.不断强化环境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省环保厅、
省公安厅联合开展保护生态环境打击

环境污染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截至９
月底,全省移交公安机关适用行政拘

留案件１１２个,移交适用刑事犯罪案

件６个.畜牧部门移交公安机关１４３
起破坏草原涉刑事案件,正在补充调

查尚未移交７８起.已移交的１４３起涉

刑草原案件已办结１４１起,正在立案

侦查２起.省检察院移交生态资源、
环境保护领域案件线索８５９件,各级

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３９１件,对回复

期届满、行政机关未完成整改、符合公

益诉讼起诉条件的提起公益诉讼 ９
件、拟起诉５件.

五是进一步健全完善了生态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以环保督察为契机,
坚持标本兼治,把具体问题整改与制

度建设有机结合,以完善制度体系推

进和保障问题整改,着力形成生态环

境保护的长效机制.
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方面,出台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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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明确

打好蓝天、碧水、青山、黑土地、草原湿

地五个保卫战.出台«关于以数字吉

林建设为引领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形成经济社

会转型发展的新产业、新动能、新模

式.出台«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见»,构
建农业绿色发展新格局.出台«关于

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

意见»,积极推进国土资源领域生态补

偿.印发了«吉林省辽河流域生态补

偿实施细则»,建立了上下游断面水质

超标“罚款赔偿”和水质达标“奖励补

偿”机制.
在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标准体系方

面,省人大出台我国首部黑土地保护

地方 性 法 规 «吉 林 省 黑 土 地 保 护 条

例»,修订了«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和
«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正在起草制定«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吉林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

例»和«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着手修

订«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吉林

省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印发«吉林省秸秆禁烧区划定及管控

规范(试行)»,创新提出秸秆禁烧区和

限烧区“两区管理”的工作方法.制定

«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达标验收

办法(试行)»,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治理规范化水平.
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体系方面,

印发«吉林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统筹水污染防治

和生态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质量、源

头管控和末端治理.印发«吉林省辽

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综合规

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谋划综合治理项

目２４２个,规划项目总投资２５８２５亿

元.印发«吉林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提出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目标和主要任务.出台«吉
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

板.出台«吉林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三年攻坚作战方案»和«吉林省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三年攻坚作战方案»,加快

推进水源地环境保护和黑臭水体治理

工作.
在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体系方

面,修订«吉林省市(州)绩效管理考评

办法»,增加生态文明类指标权重.印

发«吉林省辽河流域治理单元划分方

案和考核办法»,确保任务落实、责任

压实.印发«２０１８年吉林省河长制湖

长制考核评分细则»,推动河、湖长制

责任落实.印发«吉林省秸秆禁烧量

化责任追究办法»,督促秸秆禁烧工作

落实.印发«吉林省企业环境信用评

价办法»,建立企业环境保护“守信激

励、失信惩戒”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

保障体系方面,印发«吉林省关于完善

湖长制的实施意见»,全面建立“河湖

长制”管理体系.印发«吉林省辽河流

域水污染综合整治联合行动方案»,扩
大投融资渠道,健全辽河流域水污染

整治投入保障机制.省委组织部印发

«关于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的意见»«关于在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发挥组

织部门职能作用的意见»,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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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正在制定出台«吉林省自然保护

区内矿业权分类处置方案»,指导属地

政府与保护区矿业权人签订退出协

议,为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提供政策保

障.
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情况

为督促地方党委、政府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聚焦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突出

环境问题,６月２１日至８月１６日,我
省组成４个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３
批对全省１２个地区开展了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实现了省级环保督察“全覆

盖”.
(一)采取的主要做法

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对各地党委、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履行情况进行全面督察,主要督察党

中央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

署和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执行情况,省
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

的组织落实情况,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和突出环境问题的防范、解决、处理情

况,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以
及贯彻落实污染防治集中攻坚行动情

况等六方面内容.省级督察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责任导向三大原则,
用好交办、考评、问责三大机制,重点

盯住区域突出环境问题,全力推进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

实,重点督察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不到位,拖延整改、虚假整改、

敷衍整改等生态环境工作领域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推动被督察地区

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通

过督事、督企,严肃执纪问责,实现督

政目的.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省长景俊海在多期省级

督察专报上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对督

察中发现的问题抓紧整改,严肃查处,
并对典型问题公开曝光,推动督察工

作顺利开展.副省长侯淅珉对省级督

察工作明确作出安排部署,并在第二

批督察结束后召开专题会议,对督察

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各督察组

克服了人员不整、经验不足、临时组队

等重重困难,发挥了勤勉敬业、团结协

作、连续奋战的优良作风,展现了强大

的战斗力,圆满完成了督察任务.被

督察地区都积极接受和配合督察工

作,制定并严格落实领导包案等机制

制度,扎实推进边督边改.主要领导

齐上前线,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

督办,积极推进问题整改.省督察办

充分发挥综合协调职能作用,及时组

织召开总结会,统一督察工作的标准

和尺度,推动省级督察规范开展.省

督察办持续梳理各督察组发现的重点

问题,印发１２份问题确认单,将３２７个

重点问题及时通报各地区,推动被督

察地区不等不靠、及早整改.省督察

办成立１０个专案组,分赴１２个被督察

地区,对督察发现的典型案件进行专

案调查,形成调查结论、提出问责建议

后移交省纪委监委,坚决见人、见事、
见责任,咬住不放,一追到底.

(二)取得的督察成果

省级督察紧盯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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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整改和交办案件办理情况,起到

了很好的效果.
一是强力推动了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省级督察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落

实情况为核心,发现了一批虚假整改、
敷衍整改、拖延整改等生态环境领域

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为迎接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奠定了基础.
二是持续传导了整改压力.省级

督察与５４名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和５２
名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开展个别谈话,
走访问询１８７个部门,进一步传导压

力,提高政治站位,扭转思想认识,压
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
三是切实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

污染问题.省级督察共交办６５０５件

群众举报案件,实地检查 ３２６１ 个点

位,推动地方党委政府立整立改、边督

边改,使一批群众身边的污染问题和

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人民群众对环保工作的支持和关

注度都明显提升.截至目前,交办案

件巳办结４８３５件,共行政处罚２４４家

次,处罚金额５０２７万元;责令限期整

改２１１９家次,责令停产整改１１０家次,
查封扣押１６家次,取缔关闭５１家次;
立案侦查５４件,刑事拘留７人,约谈

２７２人,问责２４人.
四是发现了各地生态环保领域存

在的突出问题.省级督察发现了各地

思想认识不到位、“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落实不到位、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推进不够有力、中央环保督察

进驻期间交办信访案件整改不到位、
举一反三不到位、长效机制不健全等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以及在水、大气、自然保护区等

领域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这

些问题,督察组已于１０月１８日至１９
日向１２个市(州)分别反馈了督察意

见,要求各地迅速制定整改方案,于３０
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委、省政府,并在６
个月内报送整改情况,以扎扎实实的

整改成效取信于民.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推

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让
吉林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

更优美,坚决打造美丽中国“吉林样

板”.
(一)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生态环境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对生态

文明建设形势的重大判断,坚决有力、
扎实有效地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重大政治责任,把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摆在

突出位置,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

责”要求,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坚决守住生态底线,持
续改善环境质量.自觉把经济社会发

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着力解

—６８１—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不断满足全省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二)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整改任务.持续将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全省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把推进环保督察整改同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推动高质量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紧密结合起来,同推动民生改善

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推进整改落实,坚
决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对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要继续实行台

账式、清单式管理,挂图作战、抓紧推

进、尽快完成.对整改进展缓慢、整改

不力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的责任,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国务院

和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
(三)聚焦重点领域,坚决打好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贯彻落实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全面实施«中共吉林省委吉林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全面打响蓝天、碧水、青山、黑土

地、草原湿地５个保卫战,深入实施吉

林省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城市黑臭

水体治理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３个三

年攻坚作战方案,重点解决重点流域

水污染严重、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突

出和中部城市群大气污染问题,以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实际效果取信于民,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吉林样板”.

(四)加快绿色转型,深入推进高

质量发展.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吉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决把吉林的生态优势作为吉林振兴发

展的最大优势,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坚
定不移走具有吉林特色的绿色发展之

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淘

汰落后产能,坚决遏制过剩产能,加快

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积极推动新

技术、新模式,全面推动传统产业智能

化、清洁化,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

推进产业升级,实现吉林高质量发展.
(五)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深化生态环

境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加快建立完善生态环境责

任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技术标准

体系、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生态环境治

理保障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

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性、整体

性和连续性,构建全要素、全方位、全
过程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切实提升

治理能力.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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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大气污染
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
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省人大常委会:
转来的«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执法检查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吉人

办发〔２０１８〕３４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

视,责成省生态环境厅(原环保厅)认
真研究办理.承办单位针对«审议意

见»中提出的意见,逐条进行分析研

究,认真提出改进措施,努力抓好落

实.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强化环保法律实施

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坚定不移的贯彻习近平关于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指示精

神,特别是总书记两次视察吉林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等新的发展理念,将转型发展、绿色

发展提升到战略全局、政治高度来对

待.贯彻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明确的

将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落实生态建设行动计划作为未来五年

重点任务.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景俊海省长代表

省政府作了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将
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进行统筹部署.今年６月１１日,

省委、省政府组织召开了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精神,明确打好蓝天、碧水、青山、黑土

地、草原湿地五个保卫战各项任务.
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

任和法律责任.年初以来,召开１０余

次省政府党组会议、１００多次省政府各

类专题会议研究生态环保工作.特别

是以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和省级生

态环保督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大环保

法律的宣传贯彻和实施力度,进一步

压实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的环保法律主体责任.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的６７项整改任务已全部

启动实施,其中,今年１０月底前应完

成的２２项任务均已完成或基本完成,
其余４５项任务也在稳步推进.对中

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交办的举报案

件问责１９２０人,对督察组移交的１２类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拟追究

问责１７８人.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实现

了全 覆 盖,共 向 地 方 交 办 案 件 ６５０５
件,办结４８３５件.通过中央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和省级生态环保督察,切实

解决了环保法律主体责任“上热下凉、
政热企凉”的问题.

二、强化顶层设计,坚决打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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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攻坚战

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吉发〔２０１８〕３３号),
省政府组织开展了«吉林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吉政发〔２０１６〕１２号)和«吉林省环境

保护“十三五”规划»(吉政办发〔２０１７〕
７号)中期评估和修编,从顶层设计上

统筹推进绿色转型发展,进一步强化

生态环境保护.
(一)加快推动绿色发展.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

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

路.一是加快培育新动能.出台«关
于以数字吉林建设为引领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吉发

〔２０１８〕１９号),积极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传

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以及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碳纤

维等新兴产业,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

产值占 GDP总量达到４５５％,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６６％.二是坚定不

移淘汰落后产能.严格落实国务院有

关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各项要求,今
年退出煤炭产能２１５万吨,取缔２家

“地条钢”企业,过剩产能行业新增产

能项目实现零受理.三是大力推行节

能减排.加快推进“气化吉林”建设,
全省天然气管道总里程达３１１５公里,
县级以上城市燃气管道覆盖率和城镇

人口气化率均达到７０％以上.加快发

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风电、光伏发

电等发电装机容量达１１５１万千瓦,占
总装机容量的３９％.四是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统筹推动中东西“三大板块”
发展,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加快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新格局,制定

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实施意见»(吉办发〔２０１８〕３３
号).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矿泉水、食
品、林产等绿色产业,积极发展冰雪经

济,为振兴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二)全 面 打 响 蓝 天 保 卫 战.年

初,省政府印发«吉林省落实打赢蓝天

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吉政

发〔２０１８〕１５号),突出抓好重点区域、
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大气污染治理,大
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

结构和用地结构,推动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今年１至９月,全省地级以上城

市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

８８０５％,同 比 增 加 ４７４ 个 百 分 点,
PM２５平均浓度为３１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１６２％.一是大力整治煤烟

型污染.今年,省能源局印发了«吉林

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划»及工作方

案,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分解落实

总量控制目标,严格控制高耗煤项目

建设.组织开展燃煤锅炉达标整治专

项行动,对全省１１０１台２０蒸吨以上非

电燃煤锅炉进行全面整治,截至１０月

底,已 整 治 １０２８ 台,完 成 率 达 到

９３４％.组织各地对２０蒸吨以上燃

煤锅炉进行全面监测,严格依法查处

超标排放行为.深入推进燃煤小锅炉

淘汰,在完成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

煤小锅炉淘汰任务的基础上,将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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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大至县级城市建成区,累计淘

汰县 级 城 市 建 成 区 燃 煤 小 锅 炉 ３１８
台.加快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全
省２８台３０万千瓦及以上燃煤发电机

组除２台计划关停外,全部完成改造.
加快推进清洁供暖,编制了«吉林省冬

季清 洁 取 暖 实 施 方 案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组织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加

快建设清洁燃料供应体系.提高电能

清洁供暖补助标准,大力推进电能清

洁供暖.严格查处劣质散煤,建立健

全煤炭质量监管长效机制,组织开展

煤炭经营类市场主体“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商品煤质量抽检,对无照经

营煤炭、商品煤质量不合格行为进行

严肃查处.二是强化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年初,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吉
林省秸秆禁烧区划定及管控规范(试
行)»,创新实施“两区”管理,组织各地

将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铁
路沿线及机场周边等重点区划为秸秆

禁烧区,集中力量严防死守;其他区域

划分为“限烧区”,强化精准管理,组织

制定有计划烧除工作方案,在有利的

气象条件下,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组

织开展烧除,最大限度减轻对空气质

量的 影 响.省 政 府 印 发 了 «吉 林 省

２０１８年秋冬季秸秆禁烧工作方案»(吉
政办明电〔２０１８〕４７号),进一步健全完

善并落实网格化监管、五级包保、秸秆

离田、县级检查、市级巡查、省级督查、
定期通报、预警约谈、联合执法、量化

问责等１０项禁烧工作机制,形成全链

条管理.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吉林省

秸秆禁烧量化责任追究办法»(吉厅字

〔２０１８〕３２号),确定了追究责任的十四

种工作不力情形、五级责任网的“火点

数量”情形和重污染天气下的火点数

量情形,明确了追责方式和程序,同时

提出发生第一个火点的扣款５０万元,
再次出现的每个火点扣款３０万元,进
一步压实秸秆禁烧责任.今年１０月,
卫星遥感共监测到１５个热异常火点,
经核实其中４个为秸秆焚烧火点,较
去年同期的７７４个大幅降低.同时,
各相关部门努力推动提升秸秆综合利

用能力.省发改委研究编制了«吉林

省秸秆综合利用规划»,利用国家和省

专项资金,加大秸秆收储运体系类项

目支持力度,２０１７年以来下达扶持资

金３３０８万元,支持重点项目３１个,新
增秸秆收储运能力１２２万吨/年.省

财政厅设立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投资基

金,近年来支持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

项目１３３个,带动投资６２６１亿元,新
增秸秆综合利用能力１００万吨以上.
省农业农村厅积极推进秸秆肥料化利

用,加大保护性耕作支持力度,在全省

３０个产粮大县重点推广秸秆覆盖还田

保护性耕作技术.省畜牧局大力支持

秸秆饲料开发利用项目,２０１８年支持

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实现秸秆饲料加工利

用 秸 秆 ５３０ 万 吨,较 ２０１７ 年 增 长

１４％.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相关部门制

定了对农作物秸秆运输车辆免收车辆

通行费的优惠政策,政策实行以来,共
减免２１９万台农作物秸秆运输车辆

通行费２６０余万元.三是加大机动车

尾气污染治理力度.加强柴油货车管

理,严格柴油货车环保检验,对未通过

环保检验的车辆不予办理机动车年

审,对达不到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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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货车不予办理道路运输证年度审验

手续.加强道路交通管理.２０１６ 年

起,我省８个地级以上城市陆续出台

城市货运车辆限行禁行通告,开展城

市货运车辆限行管理.今年１０月１
日,省公安厅在公安交管综合应用平

台上增加了超标排放处罚违法行为代

码,并下发全省执行,进一步加大尾气

超标车辆查处力度.加强油品质量管

理,组织开展了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

场经营秩序专项行动.目前,我省炼

油企业已基本具备国六车用汽柴油的

生产能力.积极调整运输结构.省交

通运输厅等部门印发了«关于鼓励开

展多式联运工作的通知»,加大甩挂运

输、多式联运等先进运输组织方式的

推广力度,培育国家级和省级甩挂运

输试点３４个.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
今年全省已更新、新增公交车辆６０１
台,其 中 新 能 源 车 辆 ５４１ 台,占 比

９０％.四是加大扬尘污染管控力度.
省政府出台了«吉林省城市管理效能

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吉政办发〔２０１８〕
１７号),省住建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推进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能力建设的

通知»,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城市道路机

械化清扫能力建设.组织各地制定了

建筑工地施工扬尘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建立了各类建筑工地项目清单和

台帐.今年８月,组织开展了建筑工

地扬尘治理情况专项检查,下达整改

通知单１５份,提出整治问题７３项,对
达不到要求的,一律予以停工整改.

(三)全力推进水污染防治.深入

落实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２０１５〕１７号)和我省工作方案,

以辽河流域和饮马河、伊通河等松花

江重要支流为重点,着力推进工业、农
业农村、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

治,加快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全力扭转

水环境质量恶化的被动局面.今年

１—９月,全省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

为５６０％,劣五类断面比例为２０８％,
其中辽河流域６个国家考核断面中,
劣五 类 水 体 占 比 ６６７％,同 比 下 降

１６６７个百分点.一是全面落实河湖

长制.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吉林省全

面推行河长制实施工作方案»(吉办发

〔２０１７〕１６号)和«吉林省关于完善湖长

制的实施意见»(吉厅字〔２０１８〕１９号),
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省
委书记巴音朝鲁和省长景俊海共同担

任全省总河长,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

担任副总河长,１１位省委、省政府领导

分别担任松花江等“十河一湖”省级河

长,共落实１６３９５名各级河长.二是

全力推进辽河流域水污染专项整治工

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辽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工作,省委书记巴音朝鲁

连续３年赴辽河流域实地调研水污染

防治工作,省长景俊海３次赴辽河流

域调研和推进整治工作.省委、省政

府印发了«吉林省辽河流域水污染专

项整治联合行动方案»(吉办发〔２０１８〕
２２号),成立了吉林省辽河流域水污染

专项整治工作推进组,印发了«辽河流

域水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综合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吉辽推办字〔２０１８〕１９
号),确定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水
资源保护３个方面２４２个项目,省级紧

急筹措追加１０亿元资金用于项目建

设,并扩大投融资渠道,健全辽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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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整治投入保障机制.开展辽河

流域水污染整治专项督察和系列专项

行动,排查出１３１个问题,已整改７５
个.省生态环境、省财政厅印发了«吉
林省辽河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细则»,建
立上下游断面水质超标“罚款赔偿”和
水质达标“奖励补偿”机制.出台了

«辽河流域玉米深加工企业水污染物

执行特别排放限值指导性意见»(吉辽

推办函〔２０１８〕１３号),提高重点行业污

染物排放要求.启动实施了二龙山水

库应急生态补水工程.辽河流域水环

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三是

加快推进饮马河、伊通河等流域水污

染治理.加大跨行政区域流域水污染

防治工作协调力度,编制完成我省“十
河一湖”治理保护规划,精准把脉流域

水环境问题,统筹谋划系统治理思路

和目标任务,指导流域内相关市县落

实治污主体责任,做到“一河一策”“一
湖一策”.持续推进伊通河综合治理

工程,加大主河道污水吐口治理、截污

管网工程建设和清淤疏浚.研究编制

了«长春市饮马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

水质达标总体方案»和«饮马河生态补

水方案»,谋划城镇污水处理、截污和

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项目３４项,截至

１０月底,已完成５项,在建１２项.
２０１８年石头口门水库累计生态补

水４２００万立方米.四是着力解决劣

五类水体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全面

梳理劣五类水体产生根源,今年省生

态环境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重点

流域劣五类水体整治工作的通知»,组
织各地紧盯重点项目、重点区域、重点

时段,全面落实不达标水体达标方案,

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强化劣五类水体

综合整治;８月又印发了«关于强化做

好“今冬明春”期间水污染控制的通

知»,提前组织各地全力做好污水处理

厂稳定达标运行、严格限制高耗水和

高排放企业污染负荷、强化畜禽养殖

污染防控、持续高压开展执法检查等

工作,努力改善河流水质.五是积极

推进黑臭水体整治.省政府印发了

«吉林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三年攻坚

作战方案»(吉政办发〔２０１８〕２７号),综
合采取截污控源、垃圾清理、清淤疏

浚、生态修复等措施,全面推进全省地

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
目前,全省９９处黑臭水体已全部开工

建设,基 本 消 除 ８３ 处,消 除 比 例 为

８３８％,累计完成投资近６７８１亿元.
六是进一步加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力

度.省政府印发了«吉林省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三年攻坚作战方案»(吉政办

发〔２０１８〕２９号),省生态环境厅、省水

利厅联合开展了县级以上地表水型城

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制定

实施了«吉林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确
定了２０１９年底前所有环境问题全部

整改完成的目标.截至１０月底,全省

１１８个应今年完成的整改任务中已完

成９４个,占比７９６％.
(四)进一步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

度.深入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国发〔２０１６〕３１号)和«吉林

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吉政发〔２０１６〕
４０号),加强黑土地污染防治和综合保

护,确保土壤风险得到基本管控.一

是全面启动土壤污染详查.制定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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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详查点位布设方案,共设置各类详

查点位１１３２９个,目前已完成农用地

采样,正在开展工业企业用地调查.
二是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今年

４月组织开展了全省土壤污染风险评

估,目前共发现２５块疑似污染地块,
其中确定了２块污染地块,已纳入开

发利用负面清单,并开展了土壤修复.
三是全面开展涉重金属行业污染排

查.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农业

农村厅等联合印发了«吉林省开展涉

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

作方案»,全面启动涉重金属企业全口

径排查工作,将利用 ３ 年时间,完成

“涉重”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确保全省

重金属排放量下降４％.四是推进农

药化肥负增长.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２０１８年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１８６０
万亩,免费为６０万农户提供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指导服务.开展增施有机肥

试点补贴工作,九台区等９个县(市、
区)已采购商品有机肥９８４５吨,实施

面积１３８万亩.突出绿色防控,落实

混合赤眼蜂防治水稻二化螟示范区１１
个,示范面积１００万亩;落实性信息素

防控水稻二化螟示范区１２个,示范面

积６０万亩.有效推进农药减量控害,
在农安县等１１个县(市、区)开展水稻

病虫害飞防作业试点１００万亩.五是

科学处置农用薄膜.我省建设的１４
个地膜回收利用项目已全部通过国家

验收,新增地膜回收面积 ２６２９５ 万

亩.新建改建废旧地膜加工站(点)１５
处,新增地膜回收加工能力８８２０吨,
开展可降解地膜技术示范试点 ５ 万

亩.

(五)强化畜禽污染防治.省政府

印发«吉林省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吉政办发

〔２０１７〕８５号),成立了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与各市(州)签订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目标责任书.２０１７年以来,７个畜

牧大县争取到国家整县推进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项目资金３７２亿元,目前

已到位２.１５亿元,省畜牧局累计安

排省级专项资金７０７０万元.全省畜

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全面完成,关
闭或搬迁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场(小
区)２１５４户.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底,全
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７３％,规
模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粪污处理设

施比例达到６０％.
(六)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染

治理.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吉林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吉办

发〔２０１８〕１６号),省住建厅制定了«全
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县推进工作方

案»,发布了«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标准»,组织各地逐步建立健全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今年需

要完成整治任务的２３个市县已全部

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省住

建厅正在组织达标验收.预计到２０２０
年,全省９０％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

将得到有效治理.
三、加快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环保资金投入和科技支撑

(一)大 力 推 进 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在全面推进城乡污水和生活垃圾

处理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今年重点实

施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扩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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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垃圾处理厂无害化等级评定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 ６５ 座城市

(县城)污水处理厂,总设计规模３８７
万立方米/日,配套管网２４２０公里,达
到一级 A 排放标准的有３５座.全省

３０座未通过无害化等级评定的生活垃

圾处理场中,已有１９座通过无害化等

级评定,２座已封场.２０１６年以来,全
省累计完成６６７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

治,推动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污

染问题.
(二)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资

金投 入 力 度.围绕环境整治重点领

域、重要环节,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

染防治等资金投入.２０１８年省级污染

防治和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规模由２７３
亿元增加到３５亿元,增长２８％,为历

年最高.加快推进长白山区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作,省级已

筹措拨付基础奖补资金３３７亿元,其
中国家资金１０亿元,省级资金２３７亿

元.在各试点市县已开工项目６９个,
完成投资１８９７亿元.

(三)强化生态环境科技支撑.组

织开展大气污染成因与治理、土壤污

染治理等领域科技攻关.省科技厅将

大气污染控制与雾霾治理技术、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列入２０１８年度省科技

发展计划项目指南,确立９个相关项

目列入省科技发展计划,投入科技经

费８６０万元.将受损土壤生态修复技

术列为重点科技研发专项,确立６个

相关项目,投入科技经费 ６００ 万元.
省生态环境厅、省科技厅印发了«水污

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第一批)»,正在

研究制定«吉林省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名录»,将对列入名录的技术加大扶持

力度.
四、全面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环境

执法

(一)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标准

体系.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进程,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律、最科

学的标准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完善地

方性法规.出台我国首部黑土地保护

地方 性 法 规 «吉 林 省 黑 土 地 保 护 条

例»,修订了«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和
«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正在起草制定«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

条例»«吉林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

例»和«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着手修

订«吉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吉林

省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二是完善技术标准体系.修订了«重
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规范»,制定了«吉
林省秸秆禁烧区划定技术规范».加

快制定东辽河、伊通河、饮马河等重点

流域以及长春、吉林、四平等重点区域

地方排放标准,研究制定石化、造纸、
粮食深加工、电力、钢铁、水泥、城镇污

水处理等重点行业的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
(二)健全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坚

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问责”,深化党委政府领导责任,
细化部门管理责任,突出企事业单位

主体责任,构建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

责任体系.一是落实党政领导责任.
严格落实«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职责规定(试行)»(吉办发〔２０１６〕５７
号),突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

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定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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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部门管理责任.按照管发展、
管行业、管生产经营、管自然资源资产

必须管环保的“一岗双责”要求抓好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各级党委和政

府制定本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三是落实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按照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推动企事业

单位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

可、损害赔偿、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等

制度,落实资金投入、物资保障、治污

措施和应急处置要求,规范生产行为,
推动清洁生产.

(三)严格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深

入落实新环保法及４个配套办法,加
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今年

前三季度,全省共查处环境行政处罚

案件１６２６件,罚款总额１３亿元,其
中,适用４个配套办法案件４７０件.近

年来,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厅联合开

展保护生态环境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移交公安机关适用行政

拘留案件１１２个,刑事犯罪案件６个.
成立省公安厅生态环境犯罪侦查总

队,全省公安机关侦办破坏生态环境

犯罪案件３６９起.省检察院移交生态

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案件线索８５９件,
开展公益诉讼试点,挽回损毁林地２
万余亩,复垦非法改变用途和占用地

耕地１７３３亩,督促关停和整治污染企

业１４９家.
五、强化宣传引导,推动形成全社

会参与氛围

(一)开展宣传 教 育.全方位、多
角度的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

重点工作宣传,围绕新环保法、新修订

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及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等重点工

作任务,利用“一报一台一网”加大宣

传报道力度.同时,进一步做好“两微

一端”建设,形成上下共振、同频发声

的全省生态环境新媒体矩阵,让公众

了解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积极主动参

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好全省

４０６所“绿色学校”、１３所国际生态学

校、１３所环境教育基地等环境宣传教

育平台的建设,全面提高青少年儿童

环境素养,为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
(二)强化政务公开.坚持“公开

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全面推

进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政务公开工

作.健全生态环境重大事项新闻发布

机制,定期向社会公众权威、准确通报

工作情况.完善环保系统门户网站、
新媒体、服务热点等各类信息公开平

台建设,积极拓展公开范围和公开渠

道.依托各地党报、电视台、政府网站

等信息平台,宣传先进典型,曝光反面

事例,全程跟踪报道重点问题整改进

展情况.
(三)推进公众参与.以“六五”环

境日为契机,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全省

开展生态环境主题宣传活动.实施环

境治理设施开放制度,组织开展了省

级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

理设施等向公众开放活动,进一步拓

展公众参与渠道,深化公众参与力度.
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规范

健康发展,支持环保社会组织依法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充分发挥民间组织

和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引导公众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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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支持生态环境保护.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 表 资 格 审 查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遇志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吉林市委

书记王庭凯,吉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郑文家,吉
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马驰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四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四平

市委副书记、市长郭灵计为吉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辽源市人

大常委会补选辽源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李兆宇,辽源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董福

财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延边州人大常委会补选吉林省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石玉钢为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王庭凯、郑
文家、马驰、郭灵计、李兆宇、董福财、
石玉钢的代表资格有效,提请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认.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吉林市

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市监察委员

会原主任张殿锋,吉林市龙潭区委原

副书记、原区长刘子军因工作变动辞

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辽源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吉林

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
阳利源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民因个人原因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接受了辽源

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市监察委

员会原主任刘立新因工作变动辞去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张殿锋、
刘子军、王民、刘立新的代表资格终

止.
沈阳铁路局长春铁路办事处原主

任兼沈阳铁路局副局长杨永疆因工作

变动调离吉林省.依照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杨永疆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现报请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予以公告.
至此,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５１１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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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１１号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庭凯、郑文家、马驰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四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郭灵计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辽
源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李兆宇、董福财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延边

州人大常委会补选石玉钢为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王庭凯、郑文家、马
驰、郭灵计、李兆宇、董福财、石玉钢的代表资格有效.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张殿锋、刘子军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辽源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王民、刘立新辞去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张殿锋、刘子军、王民、刘立新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
王民的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永疆调离吉林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永疆的代

表资格自行终止.现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１１名.
特此公告.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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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
对省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大成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

的委托,现将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对

省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和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任免

法职人员的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根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规定,人
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８
日召开委员会会议,对省高级人民法

院代理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任免的法职人员逐人进行了审议.
经审议认为,上报的任免职材料完备,
符合规定的程序,免职人员理由充分,
任职人员具备任职资格,符合任职条

件.
同意免去:
张敏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姚革军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白金城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

审立案第一庭庭长职务;
薄海燕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王郁杉的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

员职务;
周勋的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高峰的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崔亚平、谷晓南、马晓梅的吉林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李会凯、黄冬辉的吉林省人民检

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陈宏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刘胜天、杨威、潘晓红、王树元的

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李刚的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齐文发的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梁帮来、毛秋梅的白城铁路运输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李昌洙的图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程群峰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

林区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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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磊的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杨志的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职务;
吴明子的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职务;
孙希刚的吉林省敦化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职务.
同意任命:
白金城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梁天兰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

案第一庭庭长;
付丽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立案第一庭庭长;
赵星天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薄海燕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张山彪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李广军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温淑敏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郭岩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庭长;
赵谱达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李长清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侯德顺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包蕴琦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秦晋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

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景大俊、张向东为吉林省人民检

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刘铁军、梁帮来为通化铁路运输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徐浩为图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程群峰为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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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张敏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职务.
二、免去姚革军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三庭庭

长、审判员职务.
三、免去白金城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第一庭庭长职务.
四、免去薄海燕的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五、免去王郁杉的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六、免去周勋的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七、免去高峰的江源林区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八、任命李德胜、周艳、李忠义、苏明伟、王钰、田锋、刘岩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九、任命白金城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羼长.
十、任命梁天兰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庭长.
十一、任命付丽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第一庭庭长.
十二、任命赵星天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十三、任命薄海燕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十四、任命张山彪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十五、任命李广军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十六、任命温淑敏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十七、任命郭岩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
十八、任命赵谱达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十九、任命李长清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二十、任命侯德顺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宙判庭副庭长.
二十一、任命包蕴琦为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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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崔亚平、谷晓南、马晓梅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二、免去李会凯、黄冬辉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三、免去陈宏的长春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四、免去刘胜天、杨威、潘晓红、王树元的吉林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五、免去李刚的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六、免去齐文发的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
七、免去梁帮来、毛秋梅的白城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八、免去李昌洙的图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九、免去程群峰的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延边林区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职务.
十、免去杨家磊的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十一、免去杨志的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二、免去吴明子的吉林省和龙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三、免去孙希刚的吉林省敦化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十四、任命陈崇、陈洁、景芳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十五、任命秦晋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六、任命景大俊、张向东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
十七、任命刘铁军、梁帮来为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八、任命徐浩为图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九、任命程群峰为吉林省白河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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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日程

１１月２７日(星期二)
上午９时　　　　 第一次全体会议　　车秀兰主持

一、听取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省软环境建设办公室)局长(主任)
宋刚关于«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的说明

二、听取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克关于«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三、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志方关于«吉林省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

四、听取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张义关于«吉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的
说明

五、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忠民关于«吉林省艾

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六、听取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车黎明关于«吉林省河湖长制条

例(草案)»的说明

七、听取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金才关于«吉林省农民专业

合作社条例(草案)»的说明

八、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常晓春关于«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有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的
说明

九、听取省司法厅厅长张毅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十、听取省民政厅厅长乔恒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

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的说明

十一、听取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富国关于«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十二、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平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

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十三、听取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富国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十四、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志方关于省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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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遇志敏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十六、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遇志敏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十七、听取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大成关于对省高级人民

法院代理院长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法职人员的审议报告

下午２时　　　　 第二次全体会议　　张焕秋主持

一、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绍俭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东平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三、听取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吴靖平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

报告

四、听取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安桂武关于«吉林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

况中期评估报告»的说明

五、听取省审计厅厅长赵振民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六、听取省财政厅厅长谢忠岩关于吉林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七、听取省科学技术厅厅长于化东关于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１月２８日(星期三)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审议«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有关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
审议«关于废止和修改‹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１２部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草案)»
审议«四平市城市绿化条例»
审议«白山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审议«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前郭尔罗

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调整全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议案»
审议«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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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审议«吉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草案)»
审议«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草案)»

１１月２９日(星期四)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

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

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

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办理和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

下午２时　联组会议　清华宾馆三楼半会议中心　车秀兰主持

结合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联组会议后　　　　主任会议

１１月３０日(星期五)
上午９时　　　　　分组会议

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

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
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

情况的报告

审议省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法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检察院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对‹全省宗教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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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省政府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和省级环保督察情况的报告(书
面)

审议省政府关于«对‹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执法检

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下午２时　　　　 分组会议

审议拟交付表决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草案

审议省法院关于«对‹关于全省法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检察院关于«对‹关于全省检察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公安厅关于«对‹关于全省公安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面)
审议省司法厅关于«对‹关于全省司法行政机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交办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书
面)

下午３时　　　　 第三次全体会议　　贺东平主持

一、表决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二、表决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和议案报告

三、表决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四、表决人事任免名单草案

闭会

—５０２—

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第８期(总第２６８期)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出席情况

一　组

　　　出 席:　吴玉珩　盛大成　刘春明

车秀兰　常晓春　华金良　孙忠民　杜红旗

李宇忠　杨长虹　谷　峪　张文汇　张　克

林　天　庞景秋　赵忠国　骆孟炎　郭乃硕

曹振东

崔　田(事假)
　　　列　　席:于洪岩　许富国　彭彦霞　王志强　陈　杰

陈　雷　万晓白　曹金才　何志福　赵国伟

杨　青　甘　琳　王　平　金相镇　张卫红

王艳凤　史东斌　张贵军　房丽红　赵海军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二　组

　　　出 席:　刘　维　周知民　赵亚忠

王绍俭　于　谦　王兴顺　刘　伟　孙首峰

李红建　李岩峰　李凯军　李和跃　宋志义

陈　立　赵　暘　席岫峰　葛树立　董维仁

遇志敏

王天戈(病假)

　　　列　　席:王　锋　齐　硕　陈安源　于　平(女)杨文杰

张俊英　孙　民　李万升　马　驰　李红光

叶静波　朱桂艳　徐　成　王　琪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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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组

　　　出 席:　杨小天　赵守信　蔡　莉

张焕秋　贺东平　万玲玲　车黎明　孙维杰

邱志方　冷向阳　张荣生　陈　光　陈大成

金光秀　郝东云　秦焕明　袁洪军　鲁晓斌

蔡跃玲

于广臣(事假)
　　　列　　席:张国辉　于　平　沈大棚　陈敏雄　冯尚洪

何文贵　李小辉　史奎春　李兆宇　张健夫

申运江　刘丽岩　包亚沙　吕凤波　李　敏

胥晓丽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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