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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提出：“促进各种所

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这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体制机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

济发展壮大的重大战略部署。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

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各种所有制

经济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

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出台

一系列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发

展的政策文件，我国公有制经济

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和

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相

互取长补短、深化合作，逐步形

成产业协作、协同创新的发展格

局。同时要看到，公有制经济布

局和结构还不够优化，效益效率

仍然不高，一些公有制企业主责

主业不突出、功能定位不清晰，

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许多非

公有制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内部

治理规范性不足，企业营商环境

需要提升改善 ；促进各种所有制

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体制

机制仍不健全，有效实现形式仍

有待探索完善。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

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

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推动高质量

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各种

所有制经济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有利于增强公有制

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

经济主体地位 ；有利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破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面临

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

大，更好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创

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作用 ；有利于推进公

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取长补短、优

势互补，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的发展格局。

按照《决定》要求，促进各

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需要着力抓好几方面工

作 ：一是引导全社会正确全面

认识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

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

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

统一的，二者不是相互排斥、相

互抵消，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在优势互补、互促互进中共

同发展壮大。要加大理论研究和

宣传，坚决抵制、及时批驳“国进

民退”、“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质

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

和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言

论和做法。二是优化各种所有制

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环境。从法

律和制度上把平等对待各种所

有制经济的要求落实下来，使各

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

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支持各种

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完

善政策执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

性，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和诉求。

三是更好发挥公有制经济主导

作用，更加有力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壮大。加强和改进公有制

经济管理，推动公有制经济布局

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好履行战略

使命功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

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完善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体

制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

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

和质量。四是加强各种所有制经

济协同合作。支持各种所有制企

业围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创新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在合作中实现互促互进，共同发展。完善中

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鼓励和引导各类企业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设

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电）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学习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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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理编号为 31 号的信访问题为 ：

麟游县酒房镇麻夫村麻夫街道西侧，

海达有限公司建设的养殖场，随意排

放粪便污水且有刺鼻气味，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

麟游县

反映的海达有限公司实为麟游县益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该养殖场

污水处理后全部还田利用，雨水沿雨水排口外排厂区外，未发现雨污混排

问题。厂界周边未发现粪污排放痕迹，氧化塘附近有轻微异味，现场对该

养殖场厂界及氧化塘附近臭气浓度进行取样监测，结果显示均符合《畜

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限值要求。

是

企业对厂区粪污处理设施设备进行

了全面维修维护，加大猪舍通风、粪污清

理和消毒杀菌频次；同时承诺在还田利用

时及时翻耕，切实降低臭气浓度，确保周

边群众生活不受影响。

是

2

受理编号为 32 号的信访问题为：

宝鸡市振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渭

滨区经二路壹号大院 3 号楼顶层建设

风机房，噪声较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

渭滨区

反映的风机房实际为壹号大院 3 号楼 5 楼电影院消防设施，用于火

灾发生时应急排烟，平时处于关闭状态。按照消防要求，该设施需定期开

机检测，确保发生火情时能自动启用并正常运转。7 月 28 日 15 时左右，

该排烟风机进行了约 30 分钟的设备运行检测。

是

宝鸡市振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

对通风管道安装隔音棉，为解决风机噪

声，正在委托专业单位设计制作隔音板，

并承诺在今后定期设备检测时，选择合

理时间段，避开周边居民休息时间和节假

日，以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否

3

受理编号为 33 号的信访问题为：

凤县黄牛铺镇黄牛铺村原村长汤有泰，

私自砍伐集体林木并售卖；陕西万盛农

林开发有限公司砍伐黄牛铺村十三沟

组大量林木，造成生态破坏。

凤县

1999 年，黄牛铺村向凤县农业农村和林业水利局申请了 300 方木材

采伐指标。经凤县农业农村和林业水利局同意，村集体按照采伐指标开展

采伐，属于合法经营生产，非当事人个人采伐行为。2000 年启动天然林

保护工程后，凤县至今无商业性采伐指标，日常检查中未发现当事人私自

采伐林木并售卖行为。

2024 年 3 月 7 日，凤县农业农村和林业水利局调查发现，陕西万盛

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在凤县黄牛铺村石山沟内存在毁坏林地违法行为，对

其实施了行政处罚；该企业所毁坏林地为未成林造林地，不涉及林木采

伐。上述违法行为被查处之后，未发现新的毁坏林地行为。

是

2024 年 4 月 1 日，对陕西万盛农林

开发有限公司毁坏林地的违法行为罚款

38350 元。该公司已缴纳罚款，通过栽植红

豆杉、柳树、华山松进行了植被恢复。

是

4

受理编号为 34 号的信访问题为 ：

1. 太白县咀头镇塘口村眉太高速 5 标

碎石料加工厂，长期存在石料乱堆乱

放、石料污水流入附近小河、车辆扬尘

污染严重的问题，严重影响附近群众

生活。2. 太白县桃川镇魁星楼村眉太

高速 4 标碎石料加工厂，环境脏乱差，

长期存在石料乱堆乱放、车辆扬尘污

染严重且夜间噪声较大的问题，影响

周围居民休息。

太白县

眉太高速公路 4 标段、5 标段配套建设项目属临时附属工程，生产

周期为眉太高速建设期。近期 5 标砂石厂因暴雨封路未生产，厂区内的物

料堆存于临时用地范围内，除作业面外采用绿网苫盖，不存在长期乱堆乱

放问题，该厂生产区距离附近最近的地表沟渠直线距离大于 700 米，未发

现有排放迹象。对该企业上游 50 米、下游 50 米水质采样，监测报告显示

结果均符合相关标准限值。车辆运输途中存在扬尘问题。4 标砂石厂因

7 月 16 日暴雨造成高压电损毁，截至目前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物料堆存

于临时用地范围内，采取绿网苫盖，生产运输道路全部硬化，无长期乱堆

乱放和车辆扬尘问题。调阅监测报告，该厂噪声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限

值。查阅企业近期生产运行记录和企业用电监控情况，未发现企业夜间生

产现象。

是

5 标砂石厂已对场内道路积尘进行全

面清扫、洒水，车辆扬尘问题已整改到位。

因临时堆存物料扬尘问题，4 月 15 日对

5 标砂石厂罚款 8 万元，6 月 25 日对 4

标砂石厂罚款 5 万元。目前两砂石厂均已

落实物料苫盖抑尘措施和各项扬尘防治

措施，整改到位。

是

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 2024 年 8 月 5 日 12 时，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62 件，现将第七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宝鸡市时间：2024 年 7 月 22 日－ 8月 20 日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0917-3630660, 邮政信箱：宝鸡市金台区A179 号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 ：00 － 20 ：00。

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如何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

新华社记者 周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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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进国家安全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其中针

对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决定》提出“强化

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一直备受关

注。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基

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今年的全国防

灾减灾日也将目光聚焦基层，主题为“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

防灾避险能力”。

“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线，强

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对于提高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应急管

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玮

认为，基层社区、村镇等是灾害发生时的

直接受影响区域，也是最早接触和应对灾

害的层级。必须强化基层的应急基础和力

量，这样才能够确保在灾害初期，能够迅

速、有效地进行应对，最大限度减少灾害

损失。

在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

息部主任张云霞看来，当前，全球气候变

暖进一步增强了灾害的极端性、异常性和

不确定性，灾害风险呈现进一步加剧态

势，加强基层应急力量建设至关重要且迫

在眉睫。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着眼基层应急

管理能力建设，持续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

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

应急管理部印发《乡镇（街道）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参考》《村（社区）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参考》；建设全国

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实现地方基层

的灾情快速上报 ；福建将建设 100 个

应急避灾点、100 个基层应急指挥服

务站等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北京平

谷区在 272 个行政村组建农村志愿消

防队……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全国灾害信

息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灾害信息员第一

现场哨兵作用。”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

保障司司长陈胜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

成覆盖全国的省、市、县、乡、村五级灾害

信息员队伍，共有 100 多万人，全国乡镇

以上灾害信息员年均统计报送数十万条

灾情信息。

面对《决定》新要求、灾害新形势，

如何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专家认为，要紧紧围

绕党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做好理顺

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健全保障机

制、强化对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

工作。

吴玮表示，要强化党对基层应急工

作的领导，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应

急管理新格局 ；推动形成隐患排查、风险

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理，健

全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物资、力量、

装备等调配工作机制 ；加大基础性投入，

配齐配强应急救援力量 ；加强科普教育，

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 ；推进基层应急信息化和设施设备

建设等。

乡镇是应急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要健全乡村应急组织体系，建强乡村

应急人员队伍。”张云霞说，要理顺乡

级应急管理职责，夯实乡级应急管理机

构，落实专兼职工作人员，切实提升乡

村两级干部队伍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

能力和本领。

此外，要发挥市场机制在基层应急基

础和力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鼓励行业协

会、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和保险机构参与风

险评估、隐患排查、预案编制、应急演练、

教育培训等活动。

（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