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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

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

产 党 第 十 四 届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六届、十

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原副总理，第十届、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吴邦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 4 时 36 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 84 岁。

吴 邦 国 同 志 1941 年 7 月

生，安徽肥东人。他青少年时

期就热爱祖国，刻苦学习，追求

进步。1960 年至 1967 年在清华

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

件专业学习。1964 年 4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67 年起历任上海电子管三厂技术员、技术科

科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上海市电子

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上海市

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

行动进行抵制。

1983 年 3 月至 1991 年 3 月，吴邦国同志历任上海市委常委

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上海市委副书记。

1991 年 3 月至 1994 年 9 月，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

1992 年 10 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坚决落实党

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大力推动经济体制

改革，注重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民生保障和市政建

设，推动上海开创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新局面。他重视坚持

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好为改

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4 年 9 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

中央书记处书记。1995 年 3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其间，兼任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

中央企业工委书记等。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

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

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加强再就业工作和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他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三峡工程和铁路、

公路、港口、邮电通信建设，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关系全局的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切实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2002年 11月，吴邦国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03年 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07年 10月，他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

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2008年 3月，在十一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长，同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他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增

强工作实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

践，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重要贡献。

吴邦国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领

导者。在党中央领导下，他将立法工作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首要任务，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适应新形势制定

修改相关法律，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他担任中央宪法修

改小组组长，组织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并由十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通过。他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等一

系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为

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重要贡献。他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必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强调人大工作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

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

能动摇。他坚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探

索开展立法后评估，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推动宪法和法律有效

实施。他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作，明确提出“围绕中心、突出

重点、讲求实效”的监督工作思路，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有

力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他高度重视人大对

外交往工作，坚持人大对外交往服从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注

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特点和优势，全面加强与各国议会及

多边议会组织的友好关系，推动形成人大对外交往新局面。

他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领导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发

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

意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进一步推进代表工作制度

化，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用。他强调要加强人

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加强法制宣传

教育，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2013 年 3 月，吴邦国同志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职 务 。 从 领 导 岗 位 上 退 下 来 以 后 ，他 坚 决 拥 护 和 支 持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吴邦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党和国家事业不懈

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

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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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吴邦国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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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

治水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水是万物之母、生存之本、文明之

源。治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

统一兴盛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战略高度，从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

之 道 ，坚 持 民 生 为 上 、治 水 为 要 ，明 确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灾害防

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

境治理，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不

断书写中华民族治水安邦、兴水利民的

新篇章。习近平同志围绕治水发表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水灾

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保护

好传承好弘扬好水文化，促进“人水和

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论 述 摘 编》分 6 个 专 题 ，共 计 297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2 月

至 2024 年 8 月 期 间 的 报 告 、讲 话 、演

讲、致辞、回信、指示、批示等 130 多篇

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

开发表。

《 习 近 平 关 于 治 水
论 述 摘 编》出 版 发 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是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

害事故的固本之策，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

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强化基层应急基

础和力量，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

力，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经党中

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升基层应急
管理组织指挥能力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下，完善基层应急管理组

织体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应急管

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县级党委和政

府组织领导下，乡镇（街道）（含开发区、

工业园区等各类功能区，下同）和村（社

区）依法依规开展巡查巡护、隐患排查、

信息传递、先期处置、组织群众疏散撤离

以及应急知识宣传普及等应急管理工

作 ，做 到 预 防 在 先 、发 现 在 早 、处 置 在

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调动广大党员参

与应急管理的积极性，平时组团服务，应

急时就地入列。

（二）理顺应急管理体制。坚持资源

统筹、县乡一体、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县

级党委和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整合安全生

产监管、消防、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

有关职责，统一归口应急管理部门综合

管理。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综合优势以及

相关部门和有关方面专业优势，衔接好

“防”和“救”的责任链条，推动形成隐患

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

环管理。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

业务指导等方面给予乡镇（街道）支持。

乡镇（街道）明确专门工作力量，统筹强

化应急管理及消防工作并纳入基层网格

化管理服务内容。

（三）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完善县

（市、区、旗）、乡镇（街道）大安全大应急

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统一组织、指挥、

协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明确党政

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单位职责，完善调

度指挥、会商研判、业务保障等设施设备

和系统，确保上下贯通、一体应对。

（四）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落实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县

级党委和政府负责本地应急管理体系和

能力建设，指挥协调灾害事故抢险救援

工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应急管

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定期组织研究应

急管理工作；党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

分管范围内的应急管理工作承担领导责

任 ，与 业 务 工 作 同 部 署 、同 推 进 、同 检

查。县级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部门负责

牵头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应急管理

及消防工作，合理布局应急资源和人员

力量。根据有关规定，按照责权一致、责

能一致原则，在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

项清单中，明确应急管理及消防相关基

本履职事项和以上级应急管理等部门为

主负责、乡镇（街道）为辅配合的履职事

项，并相应下沉工作力量和资源，建立健

全相关工作制度。对不属于乡镇（街道）

职责范围或乡镇（街道）不能有效承接的

事项，不得由乡镇（街道）承担。完善安

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

二、提高基层安全
风险防范能力

（五）强化智能监测预警。推动公共

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促进专

业监测和群测群防深度融合，进一步完

善监测手段，提高预警精准度，实现从人

防、技防向智防提升。健全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普查和数据成果动态更新制度，

强化结果分析应用。加强洪涝、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风险

监测网络建设，建立专职或兼职信息报

告员制度，推动系统应用向基层延伸，强

化数据汇聚共享和风险综合研判。定期

开展危险源辨识评估，积极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对老化燃气管道、桥

涵隧道、病险水库等高风险领域加强风险

实时监测，制定安全防范措施。乡镇（街

道）和村（社区）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建立风

险隐患“一张图”，畅通预警信息发布和传

播渠道，落实直达网格责任人的预警“叫

应”机制，综合运用应急广播、短信微信、

智能外呼、鸣锣吹哨、敲门入户等手段，及

时传达到户到人。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

（2024年 9月 21日）

秋日，海军某支队开展舰艇编队训练。 郭 珅摄

本报讯 朱帅、记者孙兴维报道：“距

营区 30公里以内的射击场、训练场等，距

营区 60公里以内相同（近）训练场，以及具

备训练条件的场地，实行区域统建共用、

开放共享。”近日，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对部

队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有关问题进行

进一步规范，标志着我军军事设施建设沿

着以战领建、集约高效轨道扎实推进。

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推开以来，

我军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优良传

统，贯彻实战、实用、经济要求，用足、用

好、用活既有设施，一体推进营房建用管

保，先后颁布 10 余项营区基地化标准化

建设国家军用标准，建成一批适应强军

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新时代营区。

为纠正少数单位在实践中存在的分

散营区简单集中、向战为战导向立得不牢

等问题，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坚持军事设施

建设紧贴作战运用，充分考虑各类战场设

施对营区建设的特殊要求，强化营区备战

功能和军事属性。军事物流基地枢纽节

点营区突出区域辐射、弹性保障，充分衔

接周边铁、公、水、空交通运输条件；训练

场区突出实战实训、灵活机动，注重构件

化、组合式、可搬移训练设施建设，做到一

场多用；教学科研、医疗康养机构营区突

出专攻精练、专业配套，结合使命任务和

行业领域总体布局体系谋划。据介绍，下

一步，有关部门将紧贴作战运用，持续推

进军队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

军队营区基地化标准化建设日趋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