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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摘编》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为配合在全党

深入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指
导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完成《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蒙古

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
文、壮文等 7种民族文字版翻译工作，即日
起在全国出版发行。

《专题摘编》民族文字版出版发行，将
进一步推动广大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
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中去，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

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专题摘编》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

哈萨克文、朝鲜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发行；彝文、壮文版，由民族出版社分别联
合四川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发行。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科技
创新的重要论述》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科学技术部组织编写的《深入学习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专
题系统梳理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时代
背景、思想脉络、内涵实质、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新方位，坚持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对科技创新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提出一系
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发展和改革举
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纲领性，是
新时代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正 式 跨 海 试 跑

新华社福州9月4日电（记者 周义 林善传）4日9时20分，复
兴号智能动车组G55401次列车从福州南站开出，一路穿山越海，奔
向厦门北站，这是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福厦高铁的正式试跑。

据了解，这是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次在我国首条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跨海高铁进行试跑。此列车是由我国自主研发、完
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高速智能动车组，相较于普通复
兴号动车组，此车型在智能化、舒适性、安全性、节能环保等方
面实现全新升级。车身外观以“瑞龙智行”为主题，车体采用低
阻力线型头型和平顺化设计，可减少3％到5％的空气阻力。

福州客运段G5540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车长余艳介绍，列车
按照人机工程原理全面升级的座椅、电动腿靠等，大幅提升了座
椅独立空间和乘坐舒适度，并增加了USB充电插口、无障碍车厢
盲文标识，卫生间内设智能照明，进一步提升了列车的节能环保
效能。此外，智能传感、智能监测、智能诊断等技术，为行车安全
提供更好的保障，提升了动车组运维的智能化水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

陈炜伟 严赋憬）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丛亮 4日介绍，近日，中央
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
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作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
作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
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
见实效。

丛亮在国务院新闻办当天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7月 19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公开发
布。一个多月以来，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相关方面坚决抓好《意
见》贯彻落实，推出了系列配套举
措，取得初步成效。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壮大是一个系统工程，涉
及范围广、政策链条长、工作环节
多。结合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

的形势和民营经济工作现状，党
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国家发展改
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
决策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张世昕介绍，这是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决策部署的有力举措，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和深
切关怀，体现了始终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组织保障。

据介绍，民营经济发展局的
主要职责是：跟踪了解和分析研
判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统筹协调、
组织拟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措施，拟订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政策。建立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

沟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民营经
济发展重大问题，协调支持民营
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

张世昕说，民营经济工作涉
及面宽、政策性强，需要各个部
门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综合
部门，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
经济发展局，主要是立足于更好
发挥统筹协调、综合施策、促进
发展的功能。一些相关部门从
各自职能角度也会有服务和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职责，在现有
工作格局的基础上，在国家发展
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将
进一步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工
作的统筹协调，巩固拓展现有工
作成果，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
优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
加有力支持。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23〕15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郑政出〔2023〕

23、2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要求

此次出让地块为储备工业用地。项目建

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件的复函》，

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相关规定执

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挂牌活动，申

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挂牌方式出让，采

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

挂牌出让须知）。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3年 9月

5日至 2023年 10月 11日，到郑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1207房间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提

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0月 11日 10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3 年 10月 11日 17

时前确认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交易大厅；挂牌

时间为：2023 年 9月 25日至 2023 年 10月 13

日 9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

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的

出价人即为竞得人。出让地块的缴款期限为

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

（三）此次出让地块为工业用地，竞买人应

全面了解发改部门的相关政策。详细了解惠

济区人民政府审定的《产业实施方案》。竞买

人竞得该宗地后，须在 4个工作日内与惠济区

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建设合同》和《产业发展承

诺书》，并通过惠济区人民政府的产业准入审

核。竞得人须依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业项

目立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报批手续。

（四）此次出让地块可不采用装配式技术

建设。

（五）此次出让地块位于国家安全控制区

域范围内。竞买人在竞买前必须取得郑州市

国家安全部门审查意见书（联系人：车警官、刘

警官；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玉凤路 406号；

电话：0371-89927382）。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淮河西路22号

联系电话：0371-68810680

联系人：于先生

开户单位：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开户行：

1. 华夏银行建设路支行

人民币账户：1555 2000 0002 70990

2.郑州银行兴华街支行

人民币账号：9200 1880 1500 02120

3.农行桐柏南路支行

人民币账户：1605 2001 0400 02862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9月5日

编号

郑政出
〔2023〕23号

郑政出
〔2023〕24号

土地
位置

迎宾路南、同昌路西

迎宾路南、京水村街西

使用权
面积
（㎡）

58853.29

53422.17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地下交通服务场站

工业用地、地下交通服务场站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1.6

＞1.0、＜1.6

建筑密度
（％）

＜55

＜40

建筑高度
（米）

＜17

＜20

绿地率
（％）

≥20

≥20

工程建设
投资总额
（万元）

≥32179

≥29149

起始价
（万元）

7664

6957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533

1392

出让
年限
（年）

50、50

50、50

开发
程度

五通
一平

五通
一平

国办印发《意见》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
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托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的
意见》，就进一步总结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千”工程经验，巩固
实践成果，持续推进为民办实事、惠企优服务等作出部署，推动提高
创造性执行效能，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和获得感。

据了解，国务院办公厅近期会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依托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开展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千”工程，集中解决了
一批企业和群众反映的办事堵点难点问题，优化推广了一批高频政务
服务应用，提升了平台支撑能力，取得积极成效。《意见》出台旨在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大力提升行政效能的部署要
求，通过总结地方部门先进经验，从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出发，建立管
根本、利长远、重实效的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推动解决
更多办事堵点、优化更多高频服务，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惠及民生福祉。

《意见》围绕发现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堵点、推动政务服务好办
易办、强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支撑能力、健全制度保障等4方
面提出13项常态化工作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办事堵点主动发现和高
效解决机制、堵点数据分析应用机制、高频服务清单管理和闭环优化
机制、新技术应用赋能机制、经验推广和服务宣传机制、政务服务渠道
统筹和线上线下协同服务机制、深化一体化平台持续赋能机制等。

《意见》提出，要多措并举强化与企业和群众的常态化沟通互
动，主动发现办事堵点，及时掌握企业和群众办事中的急难愁盼问
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工作原则，依
托政务服务平台实现高频服务清单动态管理并定期发布，围绕“高
效办成一件事”加强协同配合，切实将企业和群众经常使用的高频
服务打造成为“好用”“爱用”的精品服务。进一步发挥国家政务服
务平台作为全国政务服务总枢纽的作用，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业务协同和公共支撑，深化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健全政务服务
法规制度和标准规则迭代、政务服务评估评价、数字素养能力提升
等机制，为“一网通办”提供更好支撑。

《意见》从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拓展公
平普惠民生服务、加强政务服务数据共享、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电子
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等维度，梳理汇总了57项地方部门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典型经验案例，供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参考借鉴，
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助力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长效化。

9月4日，在2023智博会腾讯展厅，工作人员演示微信
刷掌。当日，为期三天的2023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 新华社记者 储加音 摄

简化流程推动“便捷办”“高效办”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保经办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证明材料偏
多、转移接续不畅、经办时限不明确、基金
跑冒滴漏等，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对社保经
办加以细化和完善。

“《条例》明确要求通过加强信息共
享、减少证明材料、缩短办理时限以及对
特殊群体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等方
式，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高效便利的公共
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在吹风会上表示。

《条例》规定，社保经办机构应当通过
信息比对、自助认证等方式核验参保人员
社保待遇享受资格，通过“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条例》还提出，压减不必
要的证明材料，取消没有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依据的证明材料；对于老年人、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通过授权代办、上门服务
等方式提供便利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主任翟燕立介绍，全国利用数据
比对和自助手段完成社保认证的比例已
经超过了70％。

规范医保经办、优化医保服务也是
《条例》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家医保局前期已经制定了医保政
务服务事项清单，统一了28项医保常用业
务的服务标准，规范了办事环节和办结时
限。”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黄华波说，下

一步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清单和操作
规范，推进办事环节精简和流程再造，积
极推进实现医保服务“同城通办”；同时加
快推进医保服务“网上办”“掌上办”，提升
医保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可办率。

司法部立法三局负责人张迅介绍，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自 2023年 12月 1日
起施行。

更多惠民政策“补短板”“优服务”
医保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受到群众高

度关注。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负

责人隆学文介绍，截至8月底，全国定点医
药机构达到 107.8 万家，比去年增加了 10
余万家。其中，定点医疗机构59.4万家，定
点零售药店48.4万家。按照《条例》关于优
化服务的要求，下一步将继续扩大医保定
点覆盖范围，从而方便群众就近看病购药。

同时，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扩大跨省
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的覆盖面。记者从发
布会获悉，截至8月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
医药机构数量已达到 47.51 万家，比去年
底增长45.33％。

“2023 年前 8 个月新增异地就医备
案 1168.82 万 人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55.39％。”黄华波说，目前所有参保人都
可以进行异地就医备案，其中急诊抢救
人员视同已经备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表示将在扩
大社保覆盖面上精准发力，更好兜住兜
牢民生底线。

李忠表示，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
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等人群没有纳
入社会保障，还存在“漏保”“脱保”“断
保”的情况。下一步要落实取消灵活就
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尚未参加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照
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工伤保险方面，积极推进基层快
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加快职业人
群工伤保险制度全覆盖。自2022年 7月
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首批试点在七省份的美团、饿了么、闪送
等7家平台企业开展。

“截至 2023年 7月底，7个试点省份
参加职业伤害保障的人数达到615万人，

我们还将不断探索完善，建立健全职业伤害
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李忠说。

守好人民群众的“养老钱”“看病钱”

安全是社保经办的底线要求。《条例》对
于防止基金跑冒滴漏、打击欺诈骗保、保障
基金安全作出了明确规定。

《条例》规定，对涉嫌丧失社保待遇享受
资格后继续享受待遇的，社保经办机构应当
调查核实。经调查确认不符合社保待遇享
受资格的，停止发放待遇；个人多享受社保
待遇的，由社保经办机构责令退回。

“《条例》还要求加强社保经办机构内部
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负责人
谭超运介绍，社保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业
务、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
规范基金账户管理和会计核算，加强社保登
记和待遇享受等情况核查处理。

加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是维护医
保基金安全的重要管理措施。

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经办机构累计
核查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46.23万家，共协议
处理 14.59 万家，挽回医保基金损失 51.38
亿元。

隆学文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两
定机构”申请条件、完善评估流程，同时制定
全国统一的医保服务协议范本，健全定点医
药机构准入、退出和绩效考核等机制，加强
违约行为处理，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
病钱”。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如何减流程、补短板、护安全
——三部门解读《社会保险经办条例》热点问题

社保经办服务是社会保险体系的“最后一公里”。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难点、堵点
问题，近日公布的《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在简化流程便捷办理、补齐短板优化服务、维护
社保基金安全等方面作出了哪些新规定？4日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部
门作出了权威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