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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污染防治、洪水预警、粮食产量……“部长通道”都说了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现代快报讯 3月8日下午，十四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举
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星，全国
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许昆林
参加会议。

信长星在发言时说，赵乐际委
员长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一个彰显
制度优势、饱含为民情怀、充满法治
力量的好报告，完全赞同。过去一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稳中求进推动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一是政治方
向坚定，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旗帜鲜明地
贯穿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二
是服务大局有力，始终立足人大在
党和国家事业中的定位职能，紧紧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真履行
立法、监督等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三是联系群众紧密，及时关注
和回应群众所思所盼所愿，各项工

作都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上。四
是自身建设扎实，“四个机关”作用
得到进一步发挥。信长星表示，我
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切实履行法
定职责，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全
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
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
前、做示范。

许昆林在发言时说，完全赞成
赵乐际委员长代表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政治站位高、履职质
效实、为民情怀浓，彰显了制度优
势、体现了人大特色、充满了法治力
量，是一个高举旗帜、重点突出、务
实进取的好报告。2024 年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十四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准
确把握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的使命任务，依法履职、担当尽责，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新的成
果，有效保证了党的理论、路线、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
到全面贯彻，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
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坚实有
力的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我们将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密切配合人大工作，积
极支持代表履职，加强法治政府建
设，切实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建设。

代表们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表示赞同。方祝元、魏华、徐
瑶、肖伟等代表认为，报告通篇贯彻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政治坚
定站位高、紧扣大局落点准、贴近民
生措施实、职能作用发挥好。王进
健代表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深
刻，“宪法”“立法”“监督”“代表”“对
外交往”这五个关键词亮点突出，体
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彰显了我国制
度优势。

代表们结合实际，对进一步加
强立法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吴新明

代表提出，在相关法律中对开发区
人大工作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理
顺工作机制，合理配置人大工作机
构和人员力量，实现开发区内代表

“自家人议自家事”。盛蕾代表说，
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保障作用，在民营经济促进法立
法中，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同等获取
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权利，促进
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王
天琦代表建议，加强财会监督立法；
加快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全面
推进零基预算改革。赵建军代表建
议，加强对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调
研指导，帮助省市人大提升立法能
力、提高工作质效。沈仁芳代表建
议，进一步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更好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利益。

不少代表们建言关注新兴领域
前瞻性立法研究。薛济民代表提
出，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经济、
数据跨境流动和新就业群体权益保
护等新兴领域的立法调研，推动科
技向善，促进共同富裕。邢正军、吴
兰、张联东、刘怀平等代表建议，加
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立法工
作，针对可能出现的安全、伦理道德

问题提前进行研究部署，修订相关
法律法规强化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
者网络安全方面的义务。张晓北代
表提出，制定关于规范人工智能技
术运用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个人
形象、声纹等数据授权制度，防止技
术滥用。王立峰、吉兰芳等代表建
议，在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中增加
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规范，明确空
域审批机构及职责，规范和加强空
域协同管理。

代表们建议进一步创新形式，
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
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两个联系”工
作。王红军代表建议，进一步更新、
丰富人大网校平台学习内容，帮助
代表提高履职能力。何光华、欧阳
华等代表说，建好管好用好人大代
表“家站点”，进一步优化布局、完善
机制、提升功能、依法运行，密切代
表与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呼声，推
动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杨永
代表建议，进一步完善闭会期间调
研机制，增强代表调研活动规范性
以及形式多样性，推动代表提升履
职能力。

（陈月飞 黄伟 王拓）

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集
中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水
利部部长李国英、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亮相通道。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带滤膜上“通道”展示

环保成果

2015年的滤膜呈灰黑色，2024
年的滤膜呈灰白色。十年间，滤膜
由黑变白，北京的PM2.5 浓度降幅
达6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用两块
从北京市大气环境监测仪上取下的
滤膜，展示我国环境改善成果。

“这十年，全国生态环境发生根
本性、转折性变化。”黄润秋说，2024
年，生态环境质量有新改善，特征可
概括为“下30”“跨90”——

“下30”，即全国PM2.5平均浓
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这是除疫
情期间的 2022 年外，首次降到 30
微克/立方米以下；“十四五”以来
PM2.5浓度降幅达16.3%，超过“十
四五”下降10%的目标。

“跨90”，即全国地表水优良水
质断面比例跨过90%的门槛，达到
90.4%，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

黄润秋表示，这些努力成效主
要体现在“三个减排”：

工程减排方面，“十四五”以来，
生态环境部谋划实施了1.9万个生
态环境治理工程，大幅度削减污染
物排放，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量已累计下降15%和 11%，超
额完成“十四五”下降10%的目标。
结构减排方面，一些高污染排放、高
碳排放的传统产业产品产量趋于稳
定并部分回落。管理减排方面，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帮扶推动解决
8万多个涉气问题，以专项整治推动
15万辆柴油重卡尾气达标排放。

据介绍，为处理好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生态环境部

从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积
极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用市场
机制推动减污降碳、守牢高质量发
展底线等4方面进行了部署。

目前，全国共划分 44000 多个
环境管控单元，实现“一单元一清
单”；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
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设，促使我国电力碳
排放强度累计下降了 8.78%，为企
业节约降碳成本约350亿元。

黄润秋说，将发挥生态环境保
护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更好地
建立起高水平保护体系，支撑经济
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近10年全国用水总量

实现零增长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水利
部坚持节水优先方针，强化水资源
刚性约束，大力提升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能力。近10年，在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近 1倍的情况下，全
国用水总量实现了零增长。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35%，同时，过度取
水、浪费用水现象时有发生。”李国
英介绍，水利部落实《节约用水条
例》，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立健全
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
节水降损等制度政策体系，使水资
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超过江河湖泊承
载能力，实现“还水于河”。

“抓节水”是水利部要持续抓
好的“三件事”之一。为做好江河湖
泊生态保护治理工作，水利部还着
力“抓调配”“抓修复”。

李国英介绍，在调配方面，水利
部全力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系

统推进水资源优化配置网络，实现
“补水于河”；在修复方面，水利部推
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修复，保障江
河湖泊生态流量，实现“通水于河”。

他介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
工程已向北方调水 788亿立方米，
受益人口超过1.85亿人。京杭大运
河在断流百年后已连续3年全线贯
通，永定河在断流26年后已连续4
年全线贯通。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李国英表示，要让
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
现生机。

此外，李国英还介绍了水利部在
提升保障防洪安全能力方面的相关
工作。近年来，水利部持续聚焦流域
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
系、防御工作体系“三个体系”建设。

“这‘三个体系’在去年防汛抗
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国英介
绍，2024年汛期，全国有1321条河
流发生洪水，水利部门提前发布洪
水预警 4303 次，全国有 6929 座
（次）大中型水库投入防洪调度运
用、拦蓄洪水1471亿立方米。

李国英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
坚持不懈做好江河湖泊治理，同时继
续加力建设“三个体系”，加快推进
国家防洪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
粮食产量1.4万亿斤左

右目标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8日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粮食产量1.4万
亿斤左右的预期目标，经过努力是可
以实现的。农业农村部将坚持产量
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奋
力夺取全年农业和粮食的丰收。

韩俊说，政府工作报告把粮食
产量1.4万亿斤左右作为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

韩俊表示，去年我国粮食产量
迈上了1.4万亿斤的新台阶，这是有
技术支撑、投入支撑、政策支撑的。
最近三年，我国粮食产量平均已超
过1.39万亿斤。“所以说，确定1.4万
亿斤左右的目标是经过严格科学论
证的，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将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重点
抓好三件事保障农业生产。

一是抓好稳面积、增单产、提品
质、强科技。韩俊表示，必须严守耕
地红线，继续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

有提升；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行动，持续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培育推广优质稻谷、优质专用小麦、
高油高产大豆等优质品种；加快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等。

二是抓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
实。韩俊表示，要不折不扣把这些政
策落实到位，下一步将统筹国内农业
生产和农产品进口，推动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三是抓好责任落实。韩俊说，
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好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强化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的考核。

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
的最后一年。韩俊表示，将进一步
提高监测帮扶效能，分类推动帮扶
产业提质增效，加大对务工就业的
支持力度，加大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继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消
费帮扶等工作。

此外，韩俊还表示，现在乡村振
兴不振兴，不光要看农民的腰包鼓
不鼓，还要看乡风好不好。要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进一步加强宣传和发动群
众，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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