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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更 公 告
西藏宸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议，拟将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藏）JZ 安许证字[2021]000353）主要负责人由“肖

天雪”变更为“万兴君”，单位地址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天海路德康名居 11 栋 B 单元 101 号附 002 号”变更为“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仁康路以北、浪康路以西工业园区内”。

特此公告

西藏宸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18日

遗 失 声 明
●巴桑不慎，将警官证（警号：140291）丢失，声明作废。

●巴桑罗布不慎，将警官证（警号：141603）丢失，声明作废。

●高杨帆不慎，将警官证（警号：013026）丢失，声明作废。

●万煜兴不慎，将西藏拉萨城关区公安局功德林派出所警官证（警号：150498）丢失，声明作废。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文明办、生态环境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

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 推动城乡医疗卫生和环境保

护工作补短板强弱项的通知》，对加快补齐城乡医疗

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弱项进行全面部署。

通知明确了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重

大成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快完善环境基础

设施、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等四方面 12 项重

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 16 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

会，详解相关工作具体部署落实。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文件出台后，落地见效是

关键。”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刘德春说，要强化

责任落实，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

作举措、加强工作调度；加强投资、价格、金融、税收等

政策协同，形成工作合力；营造良好氛围，动员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参与。

在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重大成果方

面，通知提出，加强疫情监测和常态化预警处置能力，

抓紧补齐重点环节防控设施短板，健全医疗卫生服务

网络设施，加强医疗物资资源统筹调配能力建设。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介绍，目前我国已初

步形成兼顾常态与应急、入境与本土、城市与农村、一

般人群和重点人群的多渠道传染病监测体系，及时有

效地掌握疫情走势。下一步，将继续优化完善多渠道

监测体系，做好新冠、流感等传染病监测预警工作，强

化疫情形势分析和趋势研判。

在谈到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时，国家卫健

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吴翔天说，将继续协调

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力度，安排更多资金支持医疗

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导地方加大投入，优

化资源布局，建强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三级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

“尤其是加快推进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国家

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等疫情防控救治相关重点项目

建设。同时加强智慧医院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让

远程医疗进一步向乡、村延伸。”他说。

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方面，通知提出，全面

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强化重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机

制，加强社会健康综合治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杨宏毅介绍，目

前，全国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78%，比 2012 年

提高了 36 个百分点；全国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以上。下一步，将从

提高城乡环境卫生作业质量、抓好重点区域和场所的

环境卫生工作、做好农村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理工作三

方面推动进一步改善城乡环境卫生。

在加快完善环境基础设施方面，通知提出，补齐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到 2025 年，新增和改造

污水收集管网 4.5 万公里，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高到 40%；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和

处理能力；加快医废危废等处置能力建设。

刘德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 1000 亿元，带动地方和

社会投资超过 1 万亿元，支持各地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截至 2022 年，全国新增污水处理设施超过 1500

座，污水管网约 30 万公里，垃圾焚烧处理厂超过 500

座，危险废物处置能力达到 1.6 亿吨/年，增长了 4 倍，

群众身边的污水垃圾等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生态环境部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虢

清伟介绍，目前在医疗污水污染控制方面，生态环境

部采用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监管模式。

常态化防控时，通过强化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建设和

运维监管，确保医疗污水有效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

疫情流行时，通过启动应急措施，强化污水消毒处理，

防止病毒通过污水传播扩散，切实保障疫情防控生态

环境安全。

通知还提出，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提升

全民绿色健康意识，倡导绿色健康生活习惯。对此，

刘德春表示，要动员全民参与，科普文明健康知识，加

强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树牢自身健康第一

责任人理念，慎终如始做好家庭和个人防护，提升群

众自我保护意识和防病能力。深化绿色环保主题宣

传，大力实施全面节约战略，不断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推动城乡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补短板强弱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详解有关工作部署

新华社记者 潘洁 韩佳诺

1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网络

法治建设》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白皮书相关内

容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白皮书指出，自 1994 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

来，中国坚持依法治网，持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推动

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曹淑敏介绍，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

治国和建设网络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指引我国依法治网深入推进。中国特色

网络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立法、网络执法、网络司法、

网络普法一体推进，网络法治国际交流合作深入开展，新

时代网络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了一条既符合国

际通行做法、又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网之路。

中国网络法治工作在实践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

积累了坚持凝聚网络法治工作合力等一系列宝贵的经

验。“坚持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多部门、地方和企业、网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协调推进网络内容建设与

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各领域法治工作，让互联网

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曹淑敏说。

“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力提升了中国互联网治理能

力，保障了中国互联网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也为全球互

联网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曹淑敏表示，我

们将加强网络法治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与国际社会一

道，不懈探索推动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的有效途径，推

出更多影响广泛、特色鲜明、富有成效的法治实践成果，

为建设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

网络空间作出积极贡献。

网络领域立法不断完善

白皮书指出，中国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大力推进网络法律制度建设，网

络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不断增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推进网络立

法工作，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初步形成了相对

完备的网络法律体系，网络立法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推

动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岳仲明表示，10 年来，先后制定了网络安全法、电子

商务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五部专门法律。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持续推进传

统法律规范向网络领域延伸，近年来陆续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

法等法律；针对网络交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平台的食品安全责任、互联网广

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完善了相关制度规范；

通过编纂民法典等，对网络新业态下的民事权利保护、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等作出专

门规定。

“网络法治建设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立法工作。”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法

治局局长李长喜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网络立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依法治国”“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

域、涉外领域立法”的战略部署，持续推进网络立法体系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平

台、技术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提升全社会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

白皮书强调，网络法治宣传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局长王晓光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组织、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充分运用互联网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网络

法治意识和素养。我国网络普法的制度设计日益完善，网络平台和媒体的公益普法

功能日益突出，网络普法产品的供给日益丰富，线上普法和线下普法日益融合。

“网络普法产品的供给日益丰富。结合不同群体普法需求，运用图解、动漫、短

视频、网络直播、网络音乐等多种形式创作大量网络普法产品，通过微博客、公众账

号等多种渠道向公众提供法律知识，解读法律法规，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王晓

光举例说。

“人在哪里，普法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普法阵地就要延伸到哪里。”王晓光表

示，网络已经成为普法工作的主战场，也成为普法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网络普法

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到达率、普及率、知晓率显著提升，权利与义务、个人自由与社会

责任相统一的法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尊法守法学法用法日益成为网络空间广泛共

识和基本准则。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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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时节，各地花团锦簇，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图为 3月 16日，游客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大同乡稳江村黄桃种植基地拍照（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