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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新华社香港3月19日电 香
港特区立法会19日三读全票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这标志着香港特区落实了基
本法第 23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完
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取得重大进展。

当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举行
全体会议进行三读表决。投票结
果显示后，议事厅内所有议员一
起喝彩。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表示，今天成功完成香港基本法
第 23条立法，大家都热烈期待也
充满信心，香港的发展一定会更
蓬勃、更灿烂。

条例正文由9部分组成，分别
是“导言”“叛国等”“叛乱、煽惑叛
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作为

等”“与国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
的罪行”“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
动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干预
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组织”

“与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执法权力
及诉讼程序等”“维护国家安全机
制及相关保障”及“相关修订”。

香港基本法第 23条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
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
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
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
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
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
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全面落
实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5·28”
决定及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宪制

责任和义务，补齐了香港特区维
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漏洞和短
板。

这是香港主流民意的集中体
现，是爱国爱港新气象的充分彰
显。特区政府此前进行公众咨询
时，共收到 13489 份意见，其中
98.6%表示支持。

表决通过后，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表示，《维护
国家安全条例》三读通过，我们将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让香港可以
无后顾之忧，轻装上阵，全力聚焦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创造更
繁盛、更美好的家园。

“历史见证今日这个重要时
刻，见证我们的喜悦、鼓舞和骄
傲，见证我们共同谱写香港特区
的光荣历史篇章。”他说。

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19日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维护国家
安全条例》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3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审议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
条例》。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落
实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的重大
举措，是全面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法定义务的切实成果，值得充分
肯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
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
人民政府。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
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宪法是我国特别行政区制度
的根本法律依据。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法都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
立法义务。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进一
步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为依法防范、制
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
活动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有利
于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有利于依法维护香港
居民和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和自
由，有利于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
长期繁荣稳定。

我们注意到，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过程
经过了香港社会广泛深入的公众

咨询和立法会认真全面的审议，
条例草案经过修改完善后获得立
法会全票支持通过。这充分体现
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社
会各界和香港同胞坚定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维护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
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共同
意志，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我们
相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将会遵循和
贯彻法治原则，认真做好条例实
施相关工作。

根据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
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备案审
查，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收到报送备案的《维护国家
安全条例》后，将由有关工作机构
依照法定职责和程序进行审查，
适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备案
审查工作情况。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发表谈话

3 月 18 日，在辽河口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赵
仕伟给丹顶鹤喂食。

赵仕伟是辽宁辽河口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鹤类繁育保护站的一
名工作人员，1993年大学毕业后
来到盘锦从事鸟类保护和繁育工
作。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赵仕伟和同事们早年监测发
现，途经辽河口迁徙的丹顶鹤种
群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对丹顶鹤
进行人工繁育，成为赵仕伟工作
中的重要部分。1996年，赵仕伟
和同事成功孵化了 3 只小丹顶
鹤，并逐渐摸索出一整套丹顶鹤

繁育方法。从2016年到2023年，
赵仕伟和同事已经繁育了356只
丹顶鹤，野化放飞140只，有力补
充了丹顶鹤野生种群数量。

“马上就到丹顶鹤的繁育期
了，我还得多做点准备。”赵仕伟
说。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市场监管总局推动
实现信用修复“一件事”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 赵文
君）为提升经营主体信用修复便利性，市场监
管总局着力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
题，推动实现信用修复“一件事”。截至目前，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
部门已完成系统升级改造，共交换共享信用
修复数据71.15万余条，实现信用修复数据双
向共享。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牵头部门通过签署共享互认协议、制定共享
方案等方式明确数据共享范围、方式、频率
等。

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截至 2024年 2
月底，共归集 1.85亿户经营主体各类涉企信
用信息117.71亿条。市场监管总局以多种方
式向各部门共享企业信用信息，直接提供数
据共计106.61亿条，提供接口调用服务17.92
亿次。

纵深推进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

“天网2024”行动正式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3月 19日，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
败治理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二十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2024年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
启动“天网2024”行动。

会议指出，2023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反腐败协
调小组直接指挥下，办公室各成员单位和各
省区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
保持追逃追赃高压态势，不断深化跨境腐败
治理，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会议决定启动“天网 2024”行动，推动一
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其中，国家监委
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
公安部开展“猎狐”专项行动，中国人民银行
会同公安部开展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
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最高人
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追赃专项行动，中
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等开展违规办理和持有
证件专项治理等工作。

苇海深处 伴鹤成长

3月19日，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公布
（上接1版）

三是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规定
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得任
意加价。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
付款。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
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
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行义务或者退
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四是规范消费索赔行为。规定投诉、举
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利用
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商品或者服务
的标签标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不影响
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的瑕疵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对于通
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
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或者敲诈勒索经营者
的，依法予以处理。

五是明确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
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督促有关行
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职责。有关
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消费投诉、举报，开展
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
力度，及时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职要
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定，对违法行
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
今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三年打
基础”转向“五年见成效”的关键
一年。2024中国种子（南繁硅谷）
大会 3 月 17 日开幕以来，记者采
访与会专家、企业代表，听听他们
带来关于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
动态。

近年来，我国培育优良品种步
伐加快，一批高产、稳产、优质、绿
色的新品种加快推出。大会期间，
在 5000平方米的室内展馆里，近
50 家种业企业带来了新产品：北
大荒垦丰种业的龙垦系列大豆品
种，广东省科学院的粤糖系列甘蔗
品种……不断涌现的新品种助力
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三年来，我国种业创新攻关实
现重要突破：自主培育的肉牛品种
华西牛、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加快应
用；初步培育出一批耐盐碱水稻、
小麦品种和短生育期冬油菜品种；
审定推出了一批优质绿色水稻、耐
密宜机收玉米、优质短季棉品种、
高油高产大豆……目前，我国农作
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强化
农业科技支撑，加快推进种业振兴
行动，加大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
种业振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力度。
大会期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

公司发布了种业创新“3年成果”：
2021年到 2023年，集团营收从 30
亿元提升到 52亿元，主要作物市
场份额从 7%提高到 10%，新品种
营收占比从8%提升到20%。

协同创新氛围日益浓厚，助力
企业培育出更多良种。中种集团
总经理宋维波介绍，集团联合国内
67 家科研单位团队启动首批“揭
榜挂帅”项目，探索“企业出题、院
校出智、成果共享、收益反馈”的全
新企科合作机制。

种业市场法治建设不断健全，
进一步激发种业创新活力。国际
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理事会主席
崔野韩介绍说，2023年，中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年申请量突破 1.4 万
件，约占全球一半，连续 7年稳居
联盟成员第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说，建
立新型高效的种业创新体系，下一
步要继续完善种业领域产业化、知
识产权保护、人才流动、金融等方
面的政策。

此外，要建立高效的资源配
置体系，在人才流动、平台建设、
合作交流等方面形成共享流通机
制。

（据新华社三亚3月18日电）

从2024中国种子大会
看种业振兴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