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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楠 5月 28
日北京报道 5 月 28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
典命名的法律，开启了我国
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

民法典共 7 编、1260 条，
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
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
则。民法典实施后，我国现
行 婚 姻 法 、继 承 法 、民 法 通
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
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
则将同时废止。

在民法典中，“平等”与
“保护”是贯穿始终的立法精
神。在诸多条款中，体现了“绿
色原则”的理念，这些规定为民
事活动确立了“绿色规范”。

此外，民法典适应时代
发展的需要，回应了当今社
会的现实需求。例如，民法
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突出
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
等重要权利，不仅是我国民
事立法的一次重大创新，更
蕴含着对人民权利的充分尊
重和保护。针对互联网和大
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
个人信息现象，民法典规定

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还
首次将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纳入保护范围。

民法典的出台不仅及时
全面地回应了公众关切，体
现出“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还能够通过引导我们每个人
积极地贯彻和落实，从而防
止或减少不良负面行为事件
的发生。
相关解读报道见今日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表决通过
开启我国法典编纂立法先河，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报记者刘晓星

5 月 28 日下午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栗战书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一年多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切实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用法律的武
器治理污染、用法治的力量保护生态环境，
推动党的主张和重大决策转化为法律，以
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效监督
保证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

把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的立
法工作作为重点，努力提高立法
的质量和效率

按照党中央确定的重要立法任务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一年多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
税法》，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把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多维度、
多层次融入立法。

修 订 后 的《固 体 废 物 污 染 环 境 防 治
法》，强化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督管理责
任，完善了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等
相关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对水资源
税的试点、水资源税试点采取费改税以及
特种行业取用水和超计划用水等问题予以
明确，对抑制地下水的超采、倒逼高耗水企
业节水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坚持
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对于森林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
国土绿化和生态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并审议长江保护

法草案，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理念，用法律武器、法治力量保护长江母亲
河。在起草过程中，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长江保护的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遵循，明确了立法目
的、适用范围、原则、生态补偿、管理体制、
规划制度、标准制度等立法重点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并审议的生物安
全法草案，积极探索防范生物风险、促进生
物技术发展、支撑国家安全体系的路径，用
法律武器保卫国家生物安全。在起草过程
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生物安全问
题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及时准确将党的
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制度规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
委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行动，
作出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部署启动强化公共
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立法修法工作，为守
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筑牢法治防线。

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加大生
态环境领域执法监督力度

继 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之
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9 年再次发挥“法律
巡视”的监督利剑作用，聚焦环境污染防
治，启动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为了打
赢这场碧水保卫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牢固
树立全国上下“一盘棋”的理念，在人大系
统内发起声势浩大的总动员，除了深入 8个
省份进行实地检查外，还委托 23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进
行自查，实现了执法检查全覆盖，并首次听取
受委托地方汇报自查情况，以此实现上下联
动，形成整体合力，推动人大监督提质增效。

“其身正，不令而行。”只有以上率下，
发挥表率作用，执法检查才能向严看齐，更

具成效。此次执法检查，继 2018 年大气污
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再次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沈跃跃、丁仲
礼，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和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虎
城任副组长，组成高规格执法检查阵容。
检查组对河北、江苏、湖南等 8 个省份进行
了实地检查。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启动当天，一场座
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执法检查组成员
与来自中国工程院的 6位院士和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两位教授围坐在一起，对水
污 染 防 治 法 实 施 情 况 进 行 初 步“ 望 闻 问
切”。在执法检查中引入第三方对法律实
施情况和效果开展评估，这对全国人大常
委会监督工作来说尚属首次。

引入第三方对法律实施情况和效果开
展评估，既是对法律执行情况的评价，也是
对立法质量的检测。这一举措就是把立法
工作和监督工作结合起来，用监督来推动
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

除了执法检查，围绕环保、公益诉讼等
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
审议了“一府两院”14个专项工作报告，开展
了3次专题询问，进行了7项专题调研。

深深扎根人民群众，让“百
姓代言人”更好履职

人大的作用靠代表、人大的水平看代
表、人大的活力在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
时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
政治制度，要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畅通
民意反映渠道，丰富民主形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代表在立法
工作中的作用。根据代表议案建议研究确

定立法项目，邀请代表直接参与法律草案
调研、起草、论证、审议、评估等工作。综合
性基础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印发全体代表征
求意见，专业性强的法律草案印发相关专
业或领域的代表征求意见。

2019 年 11 月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沈跃跃就两次率调研组到生态环境
部，就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土
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十四五”大气、水
污染防治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思路，配合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以
及《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
法检查准备情况进行调研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健全代表参与常
委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机制。在过去一
年多的时间内，组织代表 74 人次参加执法
检查，邀请代表 73 人次参加预算审查监督，
邀请代表 298 人次列席常委会会议，召开 5
次列席代表座谈会。

201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4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云南开展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冶华
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水环境技
术研究院院长程寒飞作为执法检查组成员
参加了检查。

“通过参加执法检查，我更深切地感受
到技术对于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至关重
要，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推动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还是要发挥法律
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程寒飞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高度重视代表履
职，根据代表自身特点和本职工作领域，提
供履职平台和调研机会，让代表开拓了视
野、增长了见识，提升了宏观思维和全局思
维，极大地增强了代表的履职信心和履职
能力。

织密法律体系 护好绿水青山
——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用法治力量保护生态环境成效显著

本栏目投稿邮箱：zhbytygs@126.com

讲述环保人自己的故事

海拔海拔40004000米的米的
移动移动““办公室办公室””

时间：2019 年 10月 18日
地点：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收到，我们马上出发，尽
快赶到。”挂断电话，正在西藏
自治区山南市调阅 资 料 的 生
态 环 境 部 西 南 督 察 局 马 强 ，
迅 速 招 呼 同 事 们 上 车 ，按照
上级指示赶往山南市某厂开展
抽查。

由于时间紧迫，为了做好
现场检查准备，在急速行驶的
车上，他以腿为桌，针对抽查企
业情况，研究基础资料，并对疑
点问题进行梳理。

“90 码 的 车 速 ，4000 多 米
的海拔，你这样看资料，头不晕

吗？”藏族司机师傅关切地询
问道。

“已经习惯了。”马强笑着
回答。

到达厂区，他立即投入到
了紧张的现场核查之中。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线上，
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冲锋在
一线的生态环保铁军，练就了
一身随时随地移动办公的“硬
功夫”，时刻准备着奔赴下一个

“战场”。
生态环境部西南督察局吴

姝媛供稿

本报讯 按 照 辽 宁 省 委
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该花
的钱必须花，该投的钱决不
能省”的要求，今年辽宁省不
断完善财政政策，筹措资金
23.5 亿元，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坚决支持全省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

资金投入首先指向解决
突出环境问题。今年辽宁筹
措资金 17 亿元，集中支持辽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渤海综
合治理、黑臭水体整治、重点
区域散煤治理、土壤污染防
控与修复等重点工程项目。
同时优先保障医疗废物废水
处理监管、应急监测等疫情
防控重点支出，为相关工作
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
金保障。

辽宁大力推进市级环境
监 测 机 构 垂 直 管 理 制 度 改
革，做好财政支出基数划转
和预算编制批复等工作。与
此同时，筹措资金 1.4 亿元，

加强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等经
费保障，加强空气和水质自
动监测站建设，完善生态环
境监测体系，提高环境治理
水平。

围绕重点工作，辽宁还
筹措资金 5.1 亿元，继续实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
偿政策，引导各地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指导各市主动兑
付河流断面水质超标补偿资
金，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相 关 政
策，推进多元化生态补偿机
制建设。

此外，辽宁在支持相关
部门做实做优环境治理项目
储备库方面也下了功夫。强
化绩效导向，建立健全绩效评
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挂钩机制，辽宁财政将资金
分配向污染治理攻坚任务重
和 治 理 成 效 突 出 的 地 区 倾
斜，提升资金支持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 王春雷 张茉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辽宁投入23.5亿元解决环境治理难点

近日，一艘疏浚船正在浙江舟山中心渔港进行系统性的
清淤、疏浚，进一步改善港口航运条件、港湾水质及生态环境
质量，打造蓝色港湾。 人民图片网供图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后，2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等。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5 号主席令公布这
部法律。大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
席栗战书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
主席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
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
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杨
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6 人，出席 2886 人，
缺席 7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 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
出，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多的工
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典。民法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决定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关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
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
报告，批准 2020 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 议 关 于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
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冯忠华
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
求的决定。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已经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会议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多来党
和国家的工作。代表们一致认为，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
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乘风破浪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
新的重大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用 1个多月时
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 2 个月左右
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
内，用 3 个月左右时间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
略成果。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
大国来说，这样的成效来之不易。这是中国
人民的英雄壮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力量。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
告和其他报告，对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作出
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依法
履职、担当尽责，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典是新
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必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完备的民
事法制保障。我们要带头学习、宣传、遵守这
部法律，在全社会普及这部法典。全社会都自
觉依法从事民事活动，就能够减少民事纠纷，
化解民事矛盾，促进社会文明、和谐、稳定。

栗战书指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
将依法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相关法律，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栗战书最后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
想精神，这是我们风雨无阻、奋勇前行的根
本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
牢牢植根人民，同心协力、砥砺奋进，谱写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篇章。

下午 3 时 35 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许
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
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
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魏凤和、王
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张庆黎、
刘奇葆、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
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
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
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以
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
单位、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
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