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举措】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办法（试行）》等。会议明确，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是
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
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

【点评】

今年7月，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黑龙
江等省、区实施为期1个月的督察；11月24日，第二批中
央环保督察组陆续进驻开展督察工作。公开报道显示，
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问责3200余人，第二批进驻10天就
约谈问责275人次。督察作为环境执法工作的重要手段
之一，对加强环境保护监督执法、打击企业违法排污起到
了一定的惩治和威慑作用。

（新华网北京12月12日电）

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编辑：梁姣龙 校对：小新 组版：中辉
新闻聚焦 07

相关链接▶▶

中办、国办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意
见》要求，河长制主要突出地方党委、政府的主
体责任，在水污染防治中起到“攻坚克难”作
用。据悉，河长制将被纳入中央环保督察，以切
实推动各地落实环境保护责任。

在12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水利部、
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了河长制的来历
和河长责任如何落实等问题。

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说，按照《意见》要
求，我国将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
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河长，
由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来担任。主要河湖流
经的市、县、乡也要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
级负责同志担任。

这就意味着，今后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党
委或政府“一把手”将有一个新头衔：总河长。
事实上，这一制度在部分省、区、市已有近10年
实践探索。2008年6月，江苏在太湖流域首推
河长制。此后，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江西、海南 8 省、市全境推行河长制，16 个
省、区、市部分实行河长制。

《意见》规定，河长的职责是负责组织领
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
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等，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围垦湖泊、超标
排污、非法采砂等突出问题进行清理整治，协
调解决重大问题。

周学文强调，河长制突出的是地方党委、政
府的主体责任。河长制落实得好不好，要看最
后实施的效果好不好，能不能做到每条河、每个
湖有人管，能够管得住、管得好。“江西在实施河
长制过程中，每一条河边上都有一个牌子，这一
条河的河长是谁、联系电话是多少，明明白白写
在公示牌上。”周学文说。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环境治理保护与经济
发展之间存在选择的“两难”。河长制能不能取
得实效，更关键的还是看对地方党政部门的考
核标准是什么，执行严不严。

周学文介绍，《意见》明确指出谁考核
谁、考核什么、考核结果怎么用等问题。总
的来说，河长制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地方党
政 领 导 干 部 综 合 考 核 评 价 的 一 个 重 要 依
据。如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要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也就是
追究河长的责任。

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波坦言，在水
污染防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拦路虎”就是一些
地方的产业结构布局不够合理。“当党委、政府
的责任落到实处，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对每一个
河段都负起责任来的时候，相信他们会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推动化工园区产业的
结构调整，优化布局。”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环保部目前正在推进
中央环保督察。张波说，河长制建立和落实情
况将被纳入中央环保督察。要结合水十条实施
情况的考核工作，强化信息公开、行政约谈和
区域限批，切实推动各地切实落实环境保护的
责任。 （据新华网北京12月12日电）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河长制将纳入
中央环保督察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一系列民生改革举措陆续开花
结果，悄然影响着你我的生活。

【改革举措】
2014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

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
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
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今年
9月，《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出台。至此，全国31个省份出台各自的户改方案，
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

【点评】

这标志着在我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
“乡下人”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专家表示，全
面取消农民的农业户口身份，农民和城镇居民统一改
称居民，将逐步消除身份歧视，实现居民社会管理城乡
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举措】
公安部2015年11月印发的《关于建立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提出，
2016年7月1日，在10省、市试点基础上，部署全国大
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开展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试
点工作。根据要求，从今年7月1日起，全国大中城市
和有条件的县（市）都要启动身份证异地受理；等到
2017年7月1日，将实现全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
失申报和丢失招领。

【点评】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
多。长期外出工作、学习、生活的群众回户籍地换领、
补领居民身份证，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居民身份
证异地受理试点扩围，将惠及更多在外地的人，这意味
着办理身份证事宜时不用再长途奔波回到老家，节省
了时间成本，省去不少路费。

【改革举措】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
新农合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实现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
管理和基金管理的“六统一”。根据人社部数据，截至目
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对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进行了总体规划部署或已全面实现整合。其中，天津、上
海、浙江、山东、广东、重庆、宁夏、青海和兵团已全面实现
制度整合。河北、湖北、内蒙古、广西、云南等省份明确将
从2017年起执行，北京明确2018年1月实现“二合一”。

【点评】

专家表示，城乡医保并轨后，城乡居民将不再受城
乡身份的限制，参加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按照统
一的政策参保缴费和享受待遇，城乡居民能够更加公
平地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权益。

【改革举措】
今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
的意见》。根据该意见，为了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
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

【点评】

近年，随着我国大量农业人口转向二、三产业，家
家包地、户户种田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以坚持土地
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为原则
的“三权分置”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
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让全国4.6亿亩农村
流转土地迸发出新的活力，使承包户放心流转，经营者
安心投入，亿万农民受益。

【改革举措】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五证合一、一

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从今年10月1日起
正式实施“五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和社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都将在
工商登记注册窗口一并办理。

【点评】

通过推行这项改革，节约注册成本、提高审批效率，
将更大程度地激发市场活力，掀起“双创”新高潮，同时形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取消农业户口1

【改革举措】
今年8月，《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行）》正式

公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市区常住人口超千
万的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
系。梳理发现，在积分落户申请条件方面，持有当地居
住证是北、上、广、深、津等城市积分落户的硬性要求。

【点评】

虽然各大城市的落户难度、积分指标存在不同，且
由于落户数量“僧多粥少”，难免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的局面，但是这一通道的开启，无疑让众多怀揣“大
城市梦”的打拼者看到了希望。

十三五开局之年
这些改革影响你我生活

积分落户2

“黑户”落户3
【改革举措】
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

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依法为无户口人员登记
常住户口。报道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已有吉林、
广东、江苏、陕西、河北等8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

【点评】

对于这些“黑户”来说，登记户口在政策层面已无
障碍。不过，有的地方在操作上还存在手续烦琐的问
题。此外，部分政策外生育的“黑户”因各种担心，落户
积极性不高。还有很多偏远农村或城市流浪“黑户”文
化水平较低，信息闭塞，不知道户口政策的变动，一般
也不会主动去登记户口。

身份证异地换领向全国铺开4

城乡医保并轨5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6

“五证合一、一照一码”7

网约车合法化8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70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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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轨 （新华社发）

环保督察9

【改革举措】
7月底，《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
外发布，标志着网约车被正式纳入国家合法化监管范畴。其
中，暂行办法共分7章40条，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

【点评】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滴滴打车等网约车业务迅
速发展，在方便大众出行的同时，种种网约车乱象也备受
诟病。可以说，本次将网约车服务合法化是一种创新改
革，期待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