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

议案的审议意见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共４２

件,涉及２７个立法项目,其中建议制定法律的议案２３件,建议

修改法律的议案１９件.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教科文卫委召开第

１８次会议,对代表议案的办理意见进行了审议.具体意见如下:

一、１２件议案提出的８个立法项目,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或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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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福建代表团温青等３２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法的议案１件 (第３７号).议案提出,当前语言文字工作领

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对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建议及时修订法律,并持续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标准和规范,妥善处理好引导与规范的关系,推进语言文字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

的新期盼、新需要.
—



修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由我委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我委认真贯彻落实常委会立

法规划,与教育部组成法律修改工作机构,加强与中央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地方人大沟通,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在立法调研和法律修改过程中,加强与代表的沟通联系,认真研

究吸纳代表在议案中提出的建议.目前已形成法律修订草案稿,

将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２重庆代表团刘希娅等３０名代表、河北代表团唐景丽等３０

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教师法的议案２件 (第１０３号、第２３２号).

议案提出,面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新征程,面对人民群众对公平及有质量教育的新需求,教

师法的部分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

际需要,修改教师法迫在眉睫.建议在法律中明确政府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责任,加大教师培养力度,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待

遇,完善关于教师资格、待遇保障、聘任考核、法律责任等规

定,增加教师退出机制和违规有偿补课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修改教师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

目和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审议项目.教育部研究起草的

教师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提请国务院审议.

送审稿从教师资格和任用、培养培训、待遇保障、奖惩管理等方

面对现行教师法作出修改.司法部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地方政

府、有关学会以及部分学校、专家学者的意见,会同教育部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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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育部表示,将进一步研究代表们提出的具体意见建议,

在修改完善法律修订草案中予以统筹吸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表示,原则同意议案中加强教师队伍管理、规范教师行为、完善

教师待遇保障及考核等修改建议,下一步将继续做好有关工作,

认真配合立法机关做好法律修改工作.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

研究采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加快修法进程,尽早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３河北代表团武志永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科学技术普

及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５６号).议案认为,新时代科普工作是复

杂的系统工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困难和挑战.建议修改科

学技术普及法,明确科普发展的目标和思路,建立国家及县级以

上政府部门科普工作组织协调机制,强化科普主体责任,建立科

普人员队伍,开展重点科普活动,增强科普公共服务效能,全面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完善科普评价激励及保障机制等.

科学技术普及法 (修改)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第一类项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初

次审议项目.按照常委会工作部署,我委提前介入,赴相关单

位和地方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

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充分反映到修订草案中.２

０２４年１０月,我委召开全体会议对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修订草案)›的议案»进行了

审议,研究形成了审议意见.２０２４年１１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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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天津代表团顾天翊等３１名代表、黑龙江代表团刘蕾等３０

名代表、河南代表团吉炳伟等３０名代表、陕西代表团方兰等３０

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议案４件 (第６０号、

第１８６号、第１８７号、第２９３号).议案提出,目前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较为分散,建议制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

将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等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整合,统筹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与发展,明确历史文化遗产的定义、认定、保护原则、保护措

施和法律责任等,规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和

指导思想,明确政府及部门职责、保护经费来源,规定监管和执

法措施,强化完整性保护,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等,规范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与利用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下一步,我委将继续配合有关方面做好修订草案的修改完善和审

议工作,积极推动法律修改进程.

.

制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第二类项目和国务院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宣部会同

住建部、文旅部、文物局组建立法协调小组,抓紧开展研究起草

工作,已形成法律草案稿.草案稿贯彻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

理念新要求,拟重点解决历史文化遗产应保尽保、加强管理、传

承利用、强化监督问责等问题.目前,草案稿正在征求意见、修

改完善.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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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抓紧完善法律草案稿,加快工作步伐,尽早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

５安徽代表团吕卉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广播电视法的

议案１件 (第２４０号).议案提出,随着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特

别是媒体融合深入发展,广播电视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广播电视

事业发展中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建议制定广播电视法,明确

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广播电视管理基本原则,规定业务准入、

制作播放、传输覆盖、公共服务、扶持促进、安全保障、监督管

理、法律责任等.

制定广播电视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

类项目,并连续四年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广电总局已起草

形成法律草案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稿规定了广播电视

领域业务准入、制作播放、传输活动、公共服务、扶持促进、监

督管理等内容.中宣部正组织有关单位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

究.目前,草案稿正在修改完善中.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

究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建议,抓紧完善法律草案稿,加快工作步

伐,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６河北代表团陈树波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８２号).议案提出,为了提炼固

化抗疫经验,健全提升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议制定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

管理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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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和２０２４年度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２０２４年

９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２０２１年以来,我委按照常委会的

工作部署,提前介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的立法工作,组织

调研并召开多场座谈会,对草案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积极推动立

法进程.下一步,我委将继续配合有关方面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法草案的修改完善工作.

７天津代表团顾天翊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托育服务法

的议案１件 (第５６号).议案提出,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不断

下降,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二孩、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婴幼儿

照护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制定托育服务法,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切实降低家庭养育子女的成

本.

制定托育服务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

类项目,由我委负责牵头起草并提请审议.我委认真贯彻落实常

委会立法规划,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召开托育服务法起草工作机构第

一次会议,正式启动立法工作.２０２４年以来,托育服务法起草

工作机构先后赴北京、广东、江苏、黑龙江等地调研,在重庆召

开八省 (市)推进托育服务工作座谈会,听取地方及全国人大代

表对托育服务立法的意见和建议.２０２４年９月,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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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河南代表团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医疗器械管

理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０６号).议案提出,当前我国医疗器械分

类复杂,不同地区的审评标准不统一,对产品创新的适应性不

足.建议制定医疗器械管理法,规范医疗器械市场秩序,适应医

疗器械创新需求,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务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常委会监督工作推动托育服务立法进程

.目前,托育服务法草案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已经形成.下一

步,我委将加强专题调研,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快研究形

成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

制定医疗器械管理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第二类项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２０２４年３月形成医疗器

械管理法草案 (初稿),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该草案已通

过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我委积极参加相

关部门组织的医疗器械管理立法座谈会,对草案提出修改完善的

意见,同时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抓紧修改完善草案,尽快将医疗器械管理法草案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

二、２３件议案提出的１３个立法项目,建议抓紧调研论证,

适时开展起草工作,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

９山东代表团张淑琴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高等教育法

的议案１件 (第１８０号).议案指出,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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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高等教育法部分条款滞后.建议修改高等

教育法,在指导思想中增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教育方针中的

“德、智、体、美”修改为 “德智体美劳”.

２０２１年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将

第三条修改为:“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宪

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将第五条教育

方针中的 “德、智、体、美等方面”修改为 “德智体美劳”.教

育法是教育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中关于指导思想、教育方针的

规定,适用于包含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教育部表示,

将认真研究吸收代表意见和建议,条件成熟时积极配合做好高等

教育法修改工作.我委建议有关部门继续深入推进教育立法研究

工作,推动将修改高等教育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

１０河南代表团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终身教育

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３１号).议案指出,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

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建议制定终身教育法,明确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受教育者

权益、教师与教学、政府职责、运行机制、经费保障、社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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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导监督等方面内容.

党中央高度重视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党的二

十大提出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

育部将学习型社会建设列入工作要点,广泛开展各类终身学习活

动,启动实施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推动学习成果认证、积

累和转换,建设终身教育平台.教育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研

究论证工作,对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充分借鉴地方

立法经验,正在组织研究终身教育重点问题.我委建议有关部门

认真研究吸收代表意见和建议,加强终身教育立法研究论证工

作,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１陕西代表团高岭等３０名代表、山东代表团张淑琴等３０

名代表、河南代表团魏建平等３０名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代表团古清月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义务教育法的议

案４件 (第１７８号、第１７９号、第２３３号、第２９２号).议案建

议修改义务教育法,提出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教育方针中

关于 “劳育”的表述,淡化职普分流比例、提高职业教育水平,

保障军人子女教育优待,以及提高教师待遇等具体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仍然是教育工作的重

要任务,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教育教学

规律和教育体制机制等因素统筹考虑,深入研究论证.新修订的

教育法,已在教育方针中体现劳育,同样适用于包括义务教育在

内的各级各类教育.教育部等部门将在积极推动巩固高中阶段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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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毛入学率的基础上,合理规划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根据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的要求,退役军

人事务部等部门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军人子女教育优待予

以具体、细致的规定,今后将持续关注并推动相关规定落实.教

育部等部门已出台相关政策,并采取具体措施保障教师待遇,后

续将在教师法修订中统筹考虑有关问题.我委建议有关部门认真

研究代表意见和建议,对相关问题开展调研,条件成熟时列入全

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２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梁晓婧等３４名代表

提出关于制定教材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９１号).议案提出,近年

来我国教材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题,现行相关规定缺少高位阶立法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在落实各

级责任、加强法律监督、实施追责问责等方面的体系性、操作性

不够强,建议尽快制定教材法,将教材建设和管理纳入法治化轨

道.

教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价值传承功能,是立德树人

的核心载体,教材建设要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近年来,

教育部制定了中小学、职业院校、普通高等学校教材,学校选用

境外教材以及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对构建教材建

设和管理制度体系、提升教材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教材

领域没有专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教材建设和管理仍面临一些问

题.我委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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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加强立法研究论证,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在此基础上,待条

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３陕西代表团方燕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人工智能法

的议案１件 (第２７号).议案认为,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为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便利和机遇,但

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社会、伦理、安全和法律问题.现有法律体

系在应对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问题出现滞后和空白.建议开展立

法研究,适时制定人工智能法,加强国家秘密保护机制,防范人

工智能窃密行为,明确相关主体法律责任,规范人工智能应用和

发展.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强调 “推进科技创新和人工

智能健康发展”方面的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将 “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方面的立法项目”列入预备审议项

目.目前,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正组织开展人工智能法研究起草

工作,已组织召开多次座谈会,向有关院校、科研机构下发多项

研究课题,梳理各领域人工智能发展情况和主要问题,并形成法

律文本的框架初稿.我委高度重视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工作,就议

案提到的主要问题赴广东开展人工智能立法调研,研究提出相关

立法建议,促请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议案提出的各项意见.下

一步我委将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立法

调研,结合发展实际和立法需求,促请有关方面抓紧开展法律文

本起草工作,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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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北京代表团王春法等５３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博物馆法

的议案１件 (第２３９号).议案提出,当前,我国博物馆事业蓬

勃发展,但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明显滞后,建议制定博物馆法.规

定博物馆的分类、性质、准入条件、职责权属等,理顺博物馆管

理体制机制,明确国家博物馆功能定位;理顺考古发掘单位与博

物馆的文物资源配置关系;理顺博物馆运行机制,健全法人治理

结构;明确非国有博物馆法律地位;拓宽博物馆资金多元渠道,

改善文博人才从业环境.

近年来,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持续有效发挥,如何实现

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博物馆条例»

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我委已建议有关部门在修改有关

法律法规中加强统筹协调,认真研究论证议案所提意见建议,同

时积极开展立法调研论证,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

１５上海代表团袁国华等３６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著作权法

的议案１件 (第６１号).议案提出,现行著作权法未将网络游戏

归入法定作品类别,网络游戏行业面临 “侵权易、维权难”的问

题.建议修改著作权法第三条,在已列举的九项作品类型之外增

加一项 “网络游戏”,明确网络游戏是一种新的独立作品类型,

为相关新兴领域著作权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近年来,网络游戏产业发展迅速,国家版权局等部门从完善

法律法规、加强行政执法、强化司法保障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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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断加大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力度,切实维护权利人利益.

我委已建议有关部门在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中加强统筹协调,认真

研究论证议案所提意见建议,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６河南代表团庞国明等３４名代表、广西代表团谭国鹤等

３４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中医药法的议案２件 (第５５号、第１６９

号).议案提出,目前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中医药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等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还需要更

加刚性和具体的制度安排,建议修订中医药法,进一步完善中医

药法律制度.

随着中医药改革发展不断推进,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

一步规范.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出台中医药法配套制度,完善有

关政策规定.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继续推进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法规制定工

作,推动地方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地方性法规,条件成熟时列入全

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７宁夏代表团、广东代表团常巨平等３８名代表、黑龙江

代表团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献血法的议案３件 (第７０号、第

６９号、第１８３号).议案提出,献血法的部分条款已不能满足无

偿献血工作的现实需要,建议及时修改献血法,适当放宽献血者

年龄,缩短献血间隔时间,加强献血者权益保障,完善血液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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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献血法已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２０２３年、２０２４年立法工

作计划.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

形成献血法修订草案稿.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

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开展调研,抓紧修改完善修订草

案,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８湖北代表团李龙倜等３０名代表、吉林代表团吕国悦等

３５名代表、河南代表团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黑龙江代表团于洋

等３１名代表和陕西代表团崔荣华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护士

法或制定执业护士法的议案５件 (第１４２号、第１４３号、第２０４

号、第２３６号、第２８４号).议案提出,护士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已不能满足新时代护理工作的迫切需要,护理工作面临一些问题

需要法律予以规范,建议制定护士法,切实保障护士群体的合法

权益.

近年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护士法的议案,不断呼

吁推进相关立法工作.目前,我国已形成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为基础的护士法规政策体系,为制定护士法奠定了

良好基础.我委高度重视护士立法工作,加强与提出议案代表的

沟通,向有关方面建议尽快启动护士立法工作.下一步,我委将

继续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条件成

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１９湖南代表团谢子龙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药品管理

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３４号).议案提出,当前药品网络销售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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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趋势,滥开电子处方,直播销售乱象频发.建议修改药

品管理法,规范平台商家售药行为,筑牢药品网络销售安全底

线,保证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互联网诊疗及药品网络销售的监

管,近年来出台了 «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

意见»«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文件,规范电子处方管

理,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监管体系.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

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加大现行法律法规的实施

力度,加强对网络直播售药等新兴业态的监管,条件成熟时列入

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国家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医疗急救立法工作,开展院前急救

管理条例研究和调研,并形成了草案征求意见稿.目前,制定院

前急救管理条例已列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２０２４年立法工作计划,

有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

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加大工作力度,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

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２０黑龙江代表团于洋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院前医疗

急救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３５号).议案提出,院前急救是医疗卫

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急救、重大活动保障、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紧急救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制定院前医

疗急救法,为院前急救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

２１陕西代表团王国根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精神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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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８３号).议案提出,现行的精神卫生法已经

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存在多部门协同管理机制不健全,

心理健康服务规定不完善,精神卫生投入保障不足等问题.建议

修改精神卫生法,明确政府各部门责任,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卫生管理体制.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精

神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２４年５月,国务院相关部门从规范

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提高精神卫生

工作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我委将促请有关

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条件成熟时列入

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三、７件议案提出的６个立法项目,建议深入进行研究,在

制定或者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时统筹考虑,同时加强和改进相关工

作,充分吸收采纳代表议案所提出的立法建议

２２陕西代表团周曙光等３０名代表、陕西代表团崔荣华等

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专利法的议案２件 (第２５号、第２９４

号).议案认为,现行专利法对专利初审和实质审查的时限没有

明确规定,发明人、申请人、专利从业者只能凭经验去预判程序

进展,对专利时效及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现行专

利法对外观设计权利的授予,仅从新颖性角度进行考量,没有规

定创造性要求,不利于创新设计保护.建议修改完善专利法相关

条款,对专利初审和实质审查时限进行明确规定,提高对外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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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权利的授予条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等认为,具体的专利审查期

限受到国家政策、技术领域行业发展、审查人力、审查效率、案

件数量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是否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专利审查

时限,建议结合专利审查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入开展调研,并在专

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后续修改过程中认真研究优化审查周期等相关

举措.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目前专利法已有对外观设计

“创造性”的要求,并已被纳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初步审查范围,

下一步将深入开展相关法律制度问题调研,不断提高专利审查质

量和效率.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全面落实新修改的法律法规和部

门规章,认真研究考虑代表的关切和意见,严格专利审查标准,

强化申请前评估,优化专利申请流程,促进专利工作高质量发

展.

２３浙江代表团陈保华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人才发展

促进法的议案１件 (第２６号).议案认为,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

人才发展,对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但我国人才发展

还面临供求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建议制定人才发展促进

法,围绕人才培养与开发、人才引进与流动、人才评价与激励、

人才服务与保障等方面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发挥法律引领保障作

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动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人才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局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多

个部门,且人才定义的内涵外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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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要结合工作实际作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我委将进一步促

请有关部门强化人才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在制定或者修改相关

法律法规时统筹考虑,充分研究吸纳议案中的意见建议,推动中

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助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

２４河南代表团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全民阅读

促进法的议案１件 (第１８５号).议案提出,当前我国全民阅读

水平参差不齐,阅读资源分布不均,阅读环境有待改善.为推动

全民阅读事业发展、构建学习型社会,建议制定全民阅读促进

法.明确立法目的、基本原则、政府职责、社会参与,开展 “中

国读书日”、“中国读书周”等全民阅读活动,建立法律实施评估

机制等.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

列入国务院２０２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有关部门已起草形成了初

稿.初稿包括总则、阅读引导、阅读推广、阅读服务、阅读保

障、法律责任等章节.我委已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提

出的具体意见建议,抓紧完善条例稿,积极推进条例制定进程.

２５福建代表团曾旭晴等３４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海峡两岸

关系档案保护法的议案１件 (第１６７号).议案提出,为促进海

峡两岸关系档案抢救性保护和利用研究,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宝

贵财富和精神纽带,建议制定海峡两岸关系档案保护法.规范工

作机制,明确属地政府统筹协调的主体责任和相关部门单位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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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分工;设立保护管理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多元化保护资金筹措

机制;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鼓励开展海峡两岸关系档案征集;

推动档案信息数据共建共享等.

做好海峡两岸关系档案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

来,国台办、国家档案局等有关部门开展了大量工作,积极保护

相关档案,推动资源共享.目前,福建省正在先行先试,已于

２０２４年７月制定出台 «福建省闽台关系档案保护条例».我委已

建议有关部门在研究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中加强统筹协调,认真吸

纳议案所提意见建议.

２６云南代表团提出关于制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法的议

案１件 (第３８号).议案提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社会保障方面

的政策规定不够系统,具体执行中存在标准低、范围窄、形式单

一等问题.建议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专门立法,完善保障措

施,丰富救助形式,有效保障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权益.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指导各地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保障有关政策,不断提高帮扶保障水平,并开展相关立法研

究.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适时开展调查研究,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中充分考虑议

案提出的建议.

２７吉林代表团徐艳茹等３２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公共场所

禁烟法的议案１件 (第１４４号).议案提出,吸烟是当今世界严

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公共场所禁烟不仅是社会文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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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关乎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建议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为社会

创造无烟环境,保护人民的健康权益.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以无烟环境建设、烟

草流行监测、宣传科普等为重点,持续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扎实推进控烟工作,指导各地加大执法力度,持续提高无烟

环境保护人群的比例.我委已促请有关部门落实现行法律法规

中有关控烟的规定,认真研究吸纳代表议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在相关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中充分考虑议案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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