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稳定法草案二审稿

完善金融风险防范处置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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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审计就像体检，不仅查病，更为“治
已病、防未病”。

2023年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发现
各类问题金额226.26亿元，2023年度审
计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310多件……

25日，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
侯凯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
议作《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是
对完整审计年度内政府经济运行情况的
一次全面“检查”。

“经济体检”年年搞，今年有何不同？

——覆盖范围更广

“一年来，审计监督兼顾质量和效
率，着力消除监督盲区和死角，高质量
推进审计全覆盖。”审计署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林海告诉记者，今年报告共涵盖
140 余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审计情

况，除了中央财政管理、中央部门预算
执行等审计“传统项目”，还涉及重点民
生资金、国有资产管理、重大违纪违法
问题等方面。

据林海介绍，一方面，审计要对所
有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
资源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进行监督，形
成常态化、动态化震慑；另一方面，要
力争审计一个领域或单位，就把最严
重、最突出的问题揭示出来，形成实质
性震慑。

今年报告更突出发展关切：
聚焦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4类

国有资产管理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风
险隐患；

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着重选取教育、
就业、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乡村建设、
畜牧水产品稳产保供等5项民生资金开
展审计；

紧盯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不正

之风，坚决查处“蝇贪蚁腐”，保障财政资
金安全，严肃财经纪律。

——揭示问题更深

从审计结果看，2023年，中央财政
管理总体成效较好、中央部门本级预算
执行重大违纪违法问题基本杜绝。

然而，主要审计项目下促进稳外贸
政策落实不够精准和严格、扩投资相关
举措未有效落实、节庆论坛展会加重基
层负担、村庄规划与实际不符等具体问
题仍在一些地方存在。

报告还充分关注到重大违纪违法问
题的查处情况：2023年5月以来，审计共
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310
多件，涉及1200多人。

“查”不是目的，“改”才是关键。审
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揭示问题“上半
篇文章”同样重要，必须一体推进。

从审计掌握的情况看，经济社会发

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体制机制制度
还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原因，也与一些地
方财经法纪意识淡薄、缺乏担当实干精
神、本领不够能力不足、落实改革发展举
措不到位等相关。

对此，报告提出一系列具有较强可操
作性的审计建议。比如针对地方债务风
险，提出完善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
针对各类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提出开展
专项整治，依法依规查处曝光一批……

截至今年4月，针对2022年度审计查
出问题已整改1.07万亿元，制定完善规章
制度2840多项，追责问责2820多人。

审计一头连着国家命脉，一头关系
民生福祉。审计机关将加大对报告反映
问题整改情况的跟踪督促力度，通过全
面整改、专项整改、重点督办三种方式相
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更好推动问
题整改到位，守护国家账本和人民利
益。 据新华社

国家审计：2023年度“经济体检”报告出炉

学前教育法草案二审稿
突出学前儿童权益保障

学前教育法草案25日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
增设“学前儿童”一章作为第二章，整合
草案有关学前儿童权益保障方面的内
容，同时增加、完善相关规定，体现学前
教育立法以学前儿童为中心。

去年8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对学前教育法草案进行了
初次审议。增设“学前儿童”一章后，草
案二审稿共9章83条。

在“学前儿童”一章中，草案二审稿
明确，学前儿童享有生命安全和身心健
康、得到尊重和保护照料、依法平等接
受学前教育等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措施，促进适龄儿童在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者居住地方
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

针对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部门和
社会公众提出的残疾儿童“入园难”问题，
草案二审稿规定，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
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园，并
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与幼儿园就残疾儿童入园发生争议
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对残疾儿童的身
体状况、接受教育和适应幼儿园生活能力
等进行全面评估，并妥善解决。

学前儿童因特异体质、特定疾病等
有特殊需求的，草案二审稿也规定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告知幼儿园；
幼儿园应当予以特殊照顾。

为更好强化幼儿园校园及周边的
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草案二审稿增加规
定：幼儿园发现学前儿童受到侵害、疑
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
应当立即采取保护措施。 据新华社

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草案25日提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修订草案完善了突发事件应对中关
于责任追究的规定，鼓励干部勇于担当
作为。

据悉，现行突发事件应对法于2007
年公布施行。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于2023年12月对突发事件应
对管理法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会后，
草案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根据常委
会委员、部门、地方和专家等意见，继续
保留“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法律名称，此
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名称相应变更为“突

发事件应对法修订草案”。
有些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地方提出，

法律责任的追究，需要考虑与突发事件
有关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做到过罚相当，
这样更符合突发事件往往情势紧迫的实
际情况，有利于鼓励干部在临机处置时
勇于担当作为。修订草案完善突发事件
应对中关于责任追究的规定，增加依法
给予处分时“综合考虑突发事件发生的
原因、后果、应对处置情况、行为人过错
等因素”。

修订草案还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府、
基层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开展应急知

识宣传普及活动应当分别面向社会公
众、居民、村民、职工等，学校开展应急知
识教育的对象应当包括教职工，应急管
理等部门应当给予支持。

此外，修订草案为进一步发挥科学
技术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的作用，将
有关加强现代技术手段应用、应急科学
和核心技术研究、应急管理人才和科技
人才培养等内容集中加以规定；对公民
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的相关法律责任承担
作出规定，同时考虑到民法典、刑法中已
规定有紧急避险制度，增加有关衔接性
规定。 据新华社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落，
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延续弱势调整，各股指均
收跌，创业板指下跌1.82%表现最差，盘
面上个股涨多跌少，房地产、旅游、教育
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卖出约34亿
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57只，跌停12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失守所有
均线，两市合计成交6482亿元环比萎
缩；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
均线，60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死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各股指连续5日回落，

不仅跌破前期平台低点，还失守了黄金
分割支撑位，由于各短周期技术指标反
复出现背离，后市反弹可能随时出现。
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略增、
持仓略减，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变化
不大。综合来看，国家队护盘仍在继
续，在政策利好预期下，短期反弹可期。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3.41元均价

买入长安汽车20万股，之后以13.6元均
价卖出20万股。目前持有华创云信
（600155）130万股，卓胜微（300782）8.6
万股，太极实业（600667）120万股，长安
汽 车（000625）38 万 股 ，翰 宇 药 业
（300199）45万股。资金余额6335725.56
元 ，总 净 值 37946545.56 元 ，盈 利
18873.27%。

周三操作计划：卓胜微拟先买后卖
做差价并适当加仓，长安汽车、华创云
信、翰宇药业、卓胜微、太极实业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反弹可期

金融稳定法草案25日提请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二次审
议。草案二审稿明确中央金融工作领导
机构及其职责，完善关于金融风险防范
处置相关规定。

2022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
行了初次审议，之后草案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方面
意见，对金融稳定法草案进行了统一审
议，提出金融稳定法草案二审稿，提请本
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

草案二审稿明确中央金融工作领

导机构及其职责，在“总则”中对中央金
融工作领导机构及其职责作出规定，相
应删去草案一审稿中关于国家金融稳
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的组成、职责等相
关内容。

草案二审稿完善关于金融风险防
范处置相关规定。一是加强金融监
管。明确规定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部纳
入监督管理，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和监
管问责，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协同水
平；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国务
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是强化金融

风险防范。增加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
省级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履行防范
和依法查处非法金融活动的责任；完善
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加强金融风险的监
测、识别、预警和早期纠正。三是压实
金融风险处置责任。进一步明确国务
院金融管理部门、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国
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金融风险处置方
面的责任分工。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作了一些技术
性修改完善，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
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
法等金融法律中关于相关领域风险防
范、化解、处置的规定相衔接。据新华社

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草案完善责任追究规定

中国对新西兰、澳大
利亚、波兰试行免签政策

记者25日从外交部获悉，为进一步
促进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
家范围，对新西兰、澳大利亚、波兰3个国
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2024
年7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上
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
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签
入境。上述国家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
需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 据新华社

聚焦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