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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将加快研制颁布一批新的教材管理相关制度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
24 日指出，一年多以来，国
家先后发布了大中小学教材建
设规划和四个教材管理办法，
基本构建起了教材管理制度体
系的“四梁八柱”。未来，教
育部将加快研制颁布一批新的
教材管理相关制度，同时，指
导研究制定教材建设的分类规
划，包括职教教材、高教教材，
在总的教材建设规划基础上，
面向“十四五”还要形成相关
分类规划。
　　田慧生介绍，一年多以来，
国家先后发布了大中小学教材
建设规划，还有四个教材管理
办法，基本构建起了教材管理

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取
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些制度公
布之后，教育部重点抓了几方
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了宣传力度。规
划和管理办法都是首次制定颁
布。为了让全社会更好地理解、
了解相关的制度内容，开展了
广泛的宣传，加强了对相关的
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培训。
　　二是在今年召开了首届全
国教材工作会议。面向全国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直
属高校，进行了落实规划和四
个管理办法的全面工作部署，
对下一步全面推进教材工作进
行了总体部署。同时，还印发

了落实规划和管理办法的职责
分工文件，对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各高校作为教材管理的责
任主体，应该如何落实好各自
职责，明确了分工和任务。
　　下一步，教育部将重点要
抓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抓落地。针对各级教
材的责任管理主体，进一步提
出落实规划和管理办法的重点
任务。比如面向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高校，下一步要进一步
明确教材管理的专门工作机
构，健全教材管理相关工作机
制，要制定地区和学校的教材
建设规划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还要进一步加强相关工作

平台、工作队伍建设，做好落
实落地转化工作。
　　二是抓完善。制度建设是
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公布的
规划和四个管理办法，初步形
成了制度框架。但是针对当前
新情况、新形势，以及遇到的
新问题，也包括长期以来在制
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漏洞、
短板，教材管理制度建设还有
大量工作要做。面向未来，还
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研制颁布一批新的
教材管理相关制度。同时，指
导研究制定教材建设的分类规
划，包括职教教材、高教教材，
在总的教材建设规划基础上，

面向“十四五”还要形成相关
分类规划。《新时代马工程重
点教材建设规划》正在加快推
进。
　　三是抓好督查。制度公布
之后关键是要落实好，发挥作
用。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把教材建设、教材制度
落实情况，纳入省级人民政府
履职履责的评价内容，纳入高
校教育教学评估、“双一流”
建设评估的重要指标，作为下
一步地方和高校评价的重要方
面。今后，对教材建设管理制
度落实情况，都要列入专项督
导工作加以督查。

两高两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日前
印发《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自下发之
日起施行。《意见》提出，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野
生动物的犯罪行为，从源头上
防控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依法

严厉打击以食用或者其他目的
非法购买野生动物的犯罪行
为，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
陋习。
　　《意见》提出，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
的犯罪行为，从源头上防控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
款规定的，以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处
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
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符合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的，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
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
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
严重，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条
规定的，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定罪处罚。
　　《意见》要求，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进出口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犯
罪行为，切断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的利益链条。
　　《意见》强调，依法严厉
打击以食用或者其他目的非法
购买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坚
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城市餐饮每年浪费食物 340-360亿斤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
组关于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情
况的调研报告显示，不包括居
民家庭饮食中的食物浪费，中
国城市餐饮每年食物浪费大致
在 340-360 亿斤。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3日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审议。
报告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连
续五年保持在 6.5 亿吨以上，

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0
公斤，稻谷、小麦两大主粮自
给率超过 100%，谷物自给率
保持在 95% 以上，“小麦、稻
谷库存可以确保全国一年消
费”。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粮食
损失浪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生产、储存、运输、
加工等环节存在的损耗现象。

其中，每年粮食储藏、运输、
加工环节损失量达 700 亿斤以
上。
　　二是消费环节浪费。主要
存在于商业餐饮、公共食堂和
家庭饮食三个领域，仅城市餐
饮每年食物浪费大致在 340-
360 亿斤 (不包括居民家庭饮
食中的食物浪费 )。“不科学
的消费心理和方式、精细化管

理程度不够、缺乏节俭意识是
造成餐饮浪费的主要原因。”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估
算，粮食全产业链总损耗率约
12%。”报告指出，中国粮食
中长期供求仍呈紧平衡状态，
目前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
出，影响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隐患依然存在。
　　报告强调，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是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
都要绷紧这根弦，面对后疫情
时代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只有一手狠抓粮食生产，一手
狠抓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才
能真正有底气将自己的饭碗端
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