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时事 092023年 3月 23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张晓艳

售
房

花城尚府，100平米，

14层，简装，价格面议。

电话：18903428827

现有奕城名都 6号楼 91.60平米，15号楼，
80.20平米两套新房急售，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803521868

特价售房
许可证：SXZF 1251402130017(p)电话：17635217373

石磨浆水豆腐
不加卤水 不加石膏 不加任何添加剂

宾友便民 健康放心

大同和平医院体检中心开展职
业健康、入职、从业人员体检。承接个
人、单位团体、厂矿、食品、药品等健康
证。提供预约外出上门体检服务。

地址：大同市云中路幸福家园商铺B4座 0352-5393120

E 家公寓精装房，50平、68

平各一套，三中十四校学区，即买

即住。联系电话18635299628

出
售

纱窗加工安装
厂家直供 品质保证

终 身 免 费 维 护

联系电话：18911267373

经销地址:大同市平城区铂蓝郡商铺A122号
订酒热线：0352-2299999、18835255555

我和朋友有个约会 古20为胜利干杯

出
售

本人有复地紫城多

层楼房一套，大红本，价

格面议。13994398019

房 屋 出 售
迎泽街，23校、十中、十三中校区，86

平米，家具齐全，拎包入住，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935216623

馨万家养老中心
魏都新城养老部

绿州西城养老部

烟台龙口旅居养老

海南旅居养老基地

电话：13903528495 贾先生

■广告

司法部日前发布的 2022 年法治政府
建设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我国已
有 14 万多家党政机关配备法律顾问，法治
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根据报告，各地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
问队伍配备，全国有 14 万多家党政机关配
备法律顾问，有力促进了党政机关依法决
策、依法办事。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有 3.3
万家党政机关开展了公职律师工作，公职
律师达到 9.4万名。

行政执法事关民生利益。2022 年以
来，司法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组织开
展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
系建设试点，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
管理，完善重大行政执法案事件督办工作
机制。加快推进全国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标
准化体系建设，推进行政执法文书、执法装
备配备、执法证件、执法服装等管理工作，
行政执法质量稳步提升。

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方面，司法部
持续推进“减证便民”工作，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累计清理取消证明事项 2.1 万多项。
研究起草《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
款事项的决定》，确定取消和调整 95 个罚
款事项。修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
定》《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办法》等，2022 年
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近 230 万件，惠及受援人 230 余万人，提
供法律咨询 2400 余万人次。

2022 年，各级行政复议机构不断提高
办案质效，共依法办结行政复议案件 25.6
万件。

《中医药行业发展蓝皮书（2022 年）》3
月 22 日在广东深圳举办的中国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大会开幕式上发布。蓝皮书显
示，截至 2021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中，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中医类医院、
中医类门诊部、中医类诊所及隶属于卫生
部门的中医类研究机构）超 7.7 万个，全国
中医总诊疗量 12亿人次。

蓝皮书显示，随着中医类医疗卫生机
构数量的攀升，我国中医类医疗服务供给
规模扩大，2021 年末，全国 99%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98%的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
中医药服务。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强中医药人才工作的
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十四五”中医药人才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要加快推进中医药人才工作……一系
列政策措施促进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蓝皮书显示，2021 年，全国医疗卫生
机构中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人数超 160
万 人 ，全 国 中 医 类 医 院 人 数 超 139.4 万
人，全国基层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近 19.6 万人，中医药人才队伍规模不断
壮大。

记者了解到，蓝皮书由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出版，基于《中国中医药年鉴》统计资
料，结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发布的权威
数据、信息等编撰完成，是中国中医药高
质量发展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蓝皮书
全面、系统梳理近两年我国中医药事业发
展现状及成绩，客观展现中医药行业发展
的新进展、新成就、新趋势。

据悉，中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为
期两天，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广东省人
民政府等指导举办。来自国家有关部门
负责人、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等进行了学
术交流，约 600人参会。

3 月 22 日是第 31 届“世界水日”，22
日至 28 日是第 36 届“中国水周”，我国确
定的活动主题为“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
护母亲河”。最近两年多来，我国相继出
台两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和黄河
保护法，“江河战略”法治化全面推进，用
法治力量守护母亲河。

“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保护长江和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千秋大计。”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于琪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制定长江保
护法和黄河保护法，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的需要，是解
决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特殊问题的需要，
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需要。

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
法已经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黄河保

护法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经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
起施行。

长江保护法施行以来，长江流域各地
和国务院相关部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依法治
江、护江、兴江取得积极进展。2022 年底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撰写的一份
报告显示，2021 年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
优良比例达 97.1%，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
占全国比重达 46.6%，实现了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纲要》指出，黄河生态本底差，水资源十
分短缺，水土流失严重，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弱，沿黄各省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尤为突出。

“全面推进国家的‘江河战略’法治

化，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说，
黄河保护法把握黄河流域特点，紧紧抓住
黄河保护主要矛盾问题，充分总结黄河保
护工作经验，法律规定全面具体，为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于琪洋说，推动黄河保护法有效实
施，需要把生态保护与修复放在首位，大
力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突出抓好水
沙调控与防洪安全，着力促进全流域高质
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强化全
流域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协同治理。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祖雷鸣
表示，黄河保护法施行在即，黄委将加快
配套制度建设，沿着法治轨道推进黄河保
护治理，提升水行政监督管理效能，以法
治的力量助推母亲河建设取得新成效。

“江河战略”法治化全面推进

3 月 22 日，在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乡
村振兴就业园，演艺人员在表演茶艺。

近年来，重庆市永川区把茶产业作为
特色产业重点培育，不断建设优质茶业基
地，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此外，加强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茶文旅融合，带动
茶农增收致富。 本版文图据新华社

3 月 22 日拍摄的凤冈县进化镇临江村
一景（无人机照片）。

春暖花开时节，在贵州省遵义市凤冈
县、湄潭县一带，民居、河流、公路与吐新绿
的林木、绽放的油菜花、李花、桃花等相映
成景，构成一幅幅黔北春景画卷。

流域法律相继出台

我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超7.7万个

黔北春景如画

我国逾14万家
党政机关配备法律顾问

铺就茶文旅融合
“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