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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3月1日电《习近平关
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法汉对
照）全球首发式暨“全球人权治理的中
国智慧”交流研讨会 2 月 29 日在法国巴
黎成功举办。

中 国 驻 法 国 大 使 馆 临 时 代 办 陈
栋、人类命运共同体欧洲研究中心主
任让-克里斯托夫·巴斯等嘉宾出席活
动 并 致 辞 。60 余 位 来 自 中 法 政 治 、经
济、文化领域的代表出席会议。

陈栋致辞说，《习近平关于尊重和
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一书，集中收录了
习近平主席关于人权的重要论述，体现

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反映
了中华文明“以人为本”的优良传统，阐
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国理政思想，系统归纳了中国在全
球人权治理上的政策主张，为想要了解
中国人权观的国内外读者提供了权威
读本。

让-克里斯托夫·巴斯表示，当今世
界纷繁复杂，西方价值观正在遭遇反
转，世界正出现去西方中心化趋势，价
值观也由欧美一元化走向多样化，习近平
主席的论述正体现了倡导这种多元化
的精神。法国丝路商学院教授、施耐德

集团前高管埃尔韦·阿祖莱认为，《论述
摘编》一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中国人
权事业始终把人民摆在至上的地位，致
力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教授卡里姆认
为，中国脱贫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重
大贡献，“这是巨大的成就，没有人可
以对此否认”。法中大学预科学院校长
约瑟夫·马库图表示，中国人讲究“行
胜于言”，中国的人权发展造福人民最
关心的现实福祉，包括教育、就业、医
疗卫生等。

法国扎菲尔欧亚合作促进会会长

让·佩古雷认为，中国的人权发展道路
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中国的人权事业发
展成就证明了“人权不存在单一的内涵
与发展模式”。前法国国民教育部官员
罗贝尔·普罗斯佩里尼表示，人权的道
路不只一条，坚持这一点对人类社会的
未来至关重要，中国的人权观正是根植
于其历史与哲学。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
摘编》（法汉对照）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分 9个专题，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法汉对照）全球首发式在巴黎举办

3月 1日，官亭镇中心学校学生下课后在板房外活动。
当日，受积石山 6.2级地震影响的青海震区所有中小学校已全面如期开学。据民和县教育局介绍，中小学校

灾后维修重建项目将于 8 月底全面完工，秋季学期开学时，灾损学校将搬出板房，在维修重建后的教学楼内恢
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新华社

积石山6.2级地震青海震区中小学校全面开学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强 3 月 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研究加
快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续深
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工
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
推广法〉等 3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
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
大决策。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
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
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
抓紧完善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先
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高质量耐用消
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让这项工作
更多惠及广大企业和消费者。要结合
各类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代差异化需
求，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更好
发挥能耗、排放、技术等标准的牵引作
用，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设备、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交通运输设备
和老旧农业机械、教育医疗设备等更
新改造，积极开展汽车、家电等消费品

以旧换新，形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要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抓紧建立健全回
收利用体系，促进废旧装备再制造，提
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会议指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要支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需要，加强统筹谋划，协同有序推
进，着力完善空间布局、优化供给结
构、提升综合功能、推进系统集成，加
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
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会 议 强 调 ，要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指示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
个关键词，强化政策支持和改革赋权，
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
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更好发挥先行探
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等 3 部法律
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 日
电 我国将通过推动重点场所
和重点商户受理境外银行卡、
持续改善现金使用环境等六
大 举 措 ，进 一 步 优 化 支 付 服
务，便利老年人、外籍来华人
员等群体支付。这是中国人民
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在国新办 1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介绍的。

近年来，我国移动支付发
展迅速，银行卡、现金等传统支
付方式占比下降。然而，老年人
等群体依然偏好现金支付，外
籍来华人员对国内支付环境不
习惯、不适应。2 月 23 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
付便利性的意见》，强调要聚焦
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
支付不便问题。

张青松介绍，意见包括六大
举措。一是推动重点场所和重点
商户受理境外银行卡。二是持续
改善现金使用环境，不断提升外
币兑换和现金服务水平。三是充
分考虑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
群体的特殊需求，做好适老化、
国际化等服务安排，进一步提升
移动支付便利性。四是更好保障

消费者的支付选择权，规模以上的商圈、旅游景区、
酒店住宿等重点场所必须支持移动支付、银行卡、现
金等多样化支付方式。五是银行、支付机构要进一步
优化开户流程，合理实施账户分类分级管理。六是持
续加强宣传推广等“软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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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 1日电 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1 日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法从严
惩处医保骗保犯罪，明确从严从重处
罚和从宽处罚的情形。

据介绍，医保骗保犯罪涉及诈骗
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贪污罪等
多个常见罪名，犯罪主体主要为参保
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等。据不
完全统计，2021 年至 2023 年，全国法
院一审审结医保骗保犯罪案件共计
1213 件，其中 2021 年审结 306件，2022
年审结 407 件，2023 年审结 500 件，案
件数量逐年增长且增幅较大。

“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医保骗保
犯罪定罪处罚、法律适用、政策把握等
问题，为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提供了
明确法律政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刑
三庭庭长陈鸿翔表示，指导意见同时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实现最佳的
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例如，指导意见提出，定点医药机

构（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实施虚
构医药服务项目、虚开医疗服务费用；
分解住院、挂床住院；重复收费、超标
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等行为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对组织、策划、实
施人员，依照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
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
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同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
药；虚构医药服务项目、虚开医疗服务
费用；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等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依照刑法规定，以
诈骗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指导意见明确，依法从严惩处医
保骗保犯罪，重点打击幕后组织者、职
业骗保人等，对其中具有退赃退赔、认
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也要从严把握
从宽幅度。

当日，“两高”还发布了 8 件依法
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表明了
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医保骗保犯罪的态
度和立场。

“两高一部”联合发文

依法从严惩处医保骗保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