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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难求、上课靠抢、还有人
“二刷”……你能想象这是一节思政
课的火爆场景吗？近年来，大中小
学持续深化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

借助创新的教学模式和前沿的技术
手段，让思政课火爆出圈，成为学生
心目中的热门课、“抢手课”。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健全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提升教
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
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2024 年 12 月 27 日，由江苏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出品，现代快报+制作推
出的“学习100”第三季——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短
视频上线。本集主题聚焦推进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跟着
本期课代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可心，一起
来学习。

大思政课何以“圈粉”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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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21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强3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研究建立健全涉企收
费长效监管机制有关举措，审议通
过《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加强涉企收费监管
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
防治并举、标本兼治，聚焦政府部门
及下属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
构、行业协会商会、经营自然垄断环
节业务企业等涉企收费主体，强化

全过程监管，着力构建协同高效的
长效监管机制。要健全涉企收费目
录清单制度，将所有收费项目均纳
入清单并对社会公开，明确服务内
容、服务标准、收费额度，清单之外
一律不得收费，依法依规对存量涉
企收费政策进行清理。要加大违规
收费治理力度，对没有法律法规和
政策依据、越权设立的涉企收费项
目，一律予以取消；对擅自提高征收
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行为，坚决予
以纠正；对确有必要新出台的涉企

收费政策，要加强合法性、公平性以
及社会预期影响等方面的审核。要
健全涉企收费监测评估制度，优化
问题线索收集和处理机制，营造全
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良好氛
围，进一步稳定各类经营主体预期、
提升发展信心。

会议审议通过《婚姻登记条例
（修订草案）》。会议指出，本次修订
落实民法典规定，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将近年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等改革试点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为进一步规范婚姻登记工作、优化
婚姻登记服务提供了法治保障。要
按照“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持续
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加强信
息共享，加快推进实现婚姻登记“全
国通办”，不断提高婚姻登记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要加强
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
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倡导文
明婚俗，促进家庭和谐，构建积极向
上的新型婚育文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常会研究有关举措

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人脸识别技术如何保障安全？两部门发布管理办法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公安部联合公布《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表示，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与人
脸信息安全紧密相关，受到社会各
方高度关注。为了规范应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活动，保护个
人信息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公安部联合出台《办法》，对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基本
要求和处理规则、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安全规范、监督管理职责等作出
了规定。

《办法》明确了应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基本要求。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活动，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
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

诚实守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承担社会责任，不得危害国家安全、
损害公共利益、侵害个人合法权益。

《办法》明确了应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处理规则。一是
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
性，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
式，并实施严格保护措施。二是应
当履行告知义务。三是基于个人同
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
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
出的单独同意。基于个人同意处理
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人脸信息
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四是除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得个人单
独同意外，人脸信息应当存储于人
脸识别设备内，不得通过互联网对
外传输。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外，人脸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超

过实现处理目的所必需的最短时
间。五是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
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
录。

《办法》明确了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安全规范。一是实现相同目的或
者达到同等业务要求，存在其他非
人脸识别技术方式的，不得将人脸
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国家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二是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份、辨识
特定个人的，鼓励优先使用国家人
口基础信息库、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等渠道实施。三是任何组
织和个人不得以办理业务、提升服
务质量等为由，误导、欺诈、胁迫个
人接受人脸识别技术验证个人身
份。四是在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
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
依法合理确定人脸信息采集区域，

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在宾馆客房、公共浴室、公
共更衣室、公共卫生间等公共场所
中的私密空间内部安装人脸识别设
备。五是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系统应
当采取数据加密、安全审计、访问控
制、授权管理、入侵检测和防御等措
施保护人脸信息安全。

《办法》明确了监督管理职责。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在应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的人脸信息存储数量达
到10万人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
所在地省级以上网信部门履行备案
手续。网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和其
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通报工作机
制，协同开展相关工作。

《办法》同时对违反《办法》规定
的法律责任、相关术语的含义等作
出了规定。 据网信中国微信公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
司长何亚琼在 21日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我国
加快构建中药全产业链追溯体系，
组织建设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
数据平台，聚焦中药全产业链各环
节，制定全过程质量追溯数据标准。

据介绍，平台目前已覆盖中药
材种子种苗、中药材、中药饮片、中
药配方颗粒、中成药等不同业态产
品的生产、流通等环节，能够实现对
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采集，
为全国20余个省市、457个基地的
100多家重点中药企业提供追溯服

务，覆盖113种常用中药材。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聚焦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
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实施中药
原料提质稳供、制造能力提升、卓越
品牌培育等专项行动，建设高标准
大型中药原料生产基地，培育一批

引领带动能力突出的中药工业企
业，建设一批数智化创新载体和公
共服务平台，推动中药工业企业全
产业链布局，促进中药产业链上下
游深度融合，营造健康发展的产业
生态。

据新华社

我国加快构建中药全产业链追溯体系

记者 21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
2025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
标和各专业 2025 年质控工作改进
目标。其中，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
进目标明确了提高住院患者静脉输
液规范使用率、提高医疗机构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率等10项目标，质控
工作改进目标涉及呼吸内科、产科、
儿科及小儿外科、罕见病等40个专
业。

静脉输液是现代药物治疗的重

要给药途径，在治疗某些疾病和挽
救患者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静脉输液治疗的不合理使用，
不仅不能改善患者治疗效果，还存
在更多安全隐患，增加不必要的医
疗成本。改进目标提出，需要针对
住院患者静脉输液使用情况完善质
量改进长效机制，从多个维度综合
评价，重点关注住院患者静脉输液
使用率、每床日静脉输液使用频次、
液体总量和药品品种数量等指标，
采取综合措施予以干预，以维护医

疗安全和患者权益。
检查检验是医疗服务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在不影响诊疗质量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不同医疗机构间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助于提高医
疗资源利用率，控制医疗费用，提高
诊疗效率，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就
医体验。改进目标提出，医疗机构
应建立及完善本机构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的监测评估机制，按月进行本
机构数据分析、反馈。对互认率进
行监测评估，分析不予互认的具体

原因。
2025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

进目标还包括：提高急性脑梗死再
灌注治疗率、提高肿瘤治疗前临床
TNM分期评估率、提高静脉血栓栓
塞症规范预防率、提高感染性休克
集束化治疗完成率、提高医疗质量
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率、提高四级手
术术前多学科讨论完成率、提高关
键诊疗行为相关记录完整率、降低
非计划重返手术室再手术率。

据新华社

2025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公布

3月 21日 19时07分，我国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谷神
星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云遥
一号 43-48 星发射升空，卫星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
云遥一号43-48星

国家医保局 21 日发布的
《2024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
计快报》显示，截至2024年底，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约
13.26亿人，按应参人数测算，医
保参保率稳定在95%。

根据统计快报，2024年，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
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34809.95
亿元、29675.92 亿元。同时，
2024年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
保基金275亿元，其中，通过智
能监管子系统挽回医保基金损
失31亿元。

据新华社

2024年我国基本医保
参保率稳定在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