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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

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深入实施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

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

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

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

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

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文化建设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

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

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体现到国

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

生产全过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完善青少年理想

信念教育齐抓共管机制。健全志愿

服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强失

信惩戒。

（三）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
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

励机制，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

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

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

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

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

（四）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
导工作机制。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

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

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构建网上网下

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

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

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

体系。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完善舆

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

件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

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

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

的网络空间。

（五）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
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加快完善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

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

策。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

度，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

机制。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加强文艺创作引导，完善倡导

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

媚俗的工作机制。

八、坚持和完善统筹
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

质要求。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制度体系，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创新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

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的促进机制。坚持就业是民生之

本，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就业

岗位。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

持体系。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

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对就业困难人员

实行托底帮扶。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

歧视，营造公平就业制度环境。健全

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

面发展。

（二）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
育体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聚焦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健全学前教育、特殊

教育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机制，

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

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支持和规范民

办教育、合作办学。构建覆盖城乡的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发挥网络教

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

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

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

习型社会。

（三）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
系。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健全统筹城

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加快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

度。加快落实社保转移接续、异地就

医结算制度，规范社保基金管理，发展

商业保险。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

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坚

持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

展的制度机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

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

人帮扶制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

困的长效机制。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

（四）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
度保障。坚持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

全过程，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让广大人

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

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

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公共卫生

服务、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

保障水平。加快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

革。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中西医并重。加强公共卫生

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全重特大

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优化生育

政策，提高人口质量。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 养 康 养 相 结 合 的 养 老 服 务 体

系。聚焦增强人民体质，健全促进全

民健身制度性举措。

九、坚持和完善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
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
国家安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

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

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

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
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

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

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

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

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

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

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

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

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

协同性、精准性。

（三）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

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

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

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

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

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

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

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

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

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

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加

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

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

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

精细化服务。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

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

（五）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

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

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

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

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

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健全

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

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

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

系。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

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国家

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

制。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

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

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十、坚持和完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

（一）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守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健全

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

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加快建立

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统筹协调管

控制度，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

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完善

主体功能区制度。完善绿色生产和消

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发展绿色

金融，推进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

源监管制度体系，完善污染防治区域

联动机制和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加强农业农村环境污染防治。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执法司

法制度。

（二）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
度。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法治

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健全自然

资源产权制度，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

度。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政策

体系。普遍实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

用制度。推进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健全海洋

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加快建立自然资

源统一调查、评价、监测制度，健全自

然资源监管体制。

（三）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加强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

海洋等自然生态保护。加强对重要生

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构建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

全国家公园保护制度。加强长江、黄

河等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水土

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保护

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除

国家重大项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

（四）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
度。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

制度，强化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控、

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管理，严格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开

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落

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健全

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完善生态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落实生态补偿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行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十一、坚持和完善党
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坚强柱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

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和拓

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

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永葆人民

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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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