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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随后，习近平等集体乘车前往延安革命纪

念馆，参观《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
年历史陈列》。

从1935年到1948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
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
方。展览全面系统展示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
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延安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
利的光辉历史。习近平等依次参观了“中共中央
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政治指导中心”、“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
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精神永放
光芒”等展览内容。习近平不时驻足观看，同大
家一起缅怀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
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
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
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
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延安
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
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

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
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说，我在延安地区生活

劳动了7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
对这里十分熟悉。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
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
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3
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
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
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
作风，弘扬延安精神。

习近平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习近平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
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
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
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
“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
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
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
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
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
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
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
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
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
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
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
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
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习近平强调，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
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
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
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指出，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
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
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
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
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
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
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
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习近平强调，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临行时，习近平同在场的老党员以及老红
军、老八路、烈士后代，党校干部学院教师及纪
念馆工作人员等亲切交流，勉励大家弘扬革命
精神，讲好党的故事，激励人们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现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刘国中、陈希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陕
西省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孙少龙）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7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
今年9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7561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0943人（包括
2名省部级干部、48名地厅级干部、698名县处级
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7666人。

根据通报，今年9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3204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993

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
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2691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142人。

根据通报，今年9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问题 4357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950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
金问题1874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754
起，违规吃喝问题844起。

2022年9月全国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561起

台阶变坡道，让行动不便的人放心走出家
门、拥抱社会；在播出电视节目时配备字幕，让
身处无声世界的人能“读懂”世界的斑斓……
这些细节体现了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权
益保障，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但仍存在无障
碍设施建设不平衡不充分不系统，无障碍信
息交流和无障碍社会服务不能满足人民群
众的实际需要等问题，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
门的法律予以规范和推动。为此，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草案10月2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我
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看点一：扩展了无障碍受益人群

根据现行条例规定，无障碍受益人群为
“残疾人等社会成员”。

草案在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的基础上，
更好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为在实践中
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受益对象，提出了

“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概念，并在附则
中单设一条予以明确。

日常生活中的无障碍需求者并不只有
残疾人。身体功能衰退的老人可能存在长期
性的无障碍需求，意外受伤者可能存在暂时
性的无障碍需求，提重物者、推婴儿车的成
年人也可能存在情境性的无障碍需求。

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残疾人约 8500
万，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已有 2.67 亿，加上有无障碍需求的孕妇、儿
童、伤病人员等，人数合计数亿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建飞认为，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等背景下，无障
碍环境已经从残疾人的特需特惠转变为全
体社会成员的普惠。

看点二：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

流、社会服务等内涵扩充、标准提升

新时代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在继续解决
“有没有”的同时，更要努力解决“好不好”
“管不管用”的问题。

在现行规定基础上，草案进一步拓展了
无障碍内涵，提升了相关标准和要求。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草案在现行规
定列举的“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
居民建筑、居住区”五类场所基础上增加“公
共场所”，将广场、绿地、公园、户外停车场等
缺少构筑物的开阔场所纳入其中。

此外，草案既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改
造以及后续的维护管理作出总体规定，又对
建筑领域的家庭居所、居住区等方面以及公
共交通领域的关键点位给予专门规定。为切
实提高无障碍设施建设质量，草案将无障碍
设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引入法中，在设
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各个环节予以说明。

在无障碍信息交流方面，草案着眼于弥

合“数字鸿沟”，对公共信息发布、互联网网站
和应用程序的无障碍改造等提出明确要求。
为方便阅读障碍者获取无障碍方式作品，草
案与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条约相关要求衔
接，规定“国家鼓励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
刊配备有声、电子、大字、盲文等版本”。

此外，草案还鼓励食品药品等商品外部
包装配置盲文、大字、语音说明书等，方便有
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使用。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草案围绕与人
民群众关联度较高的公共服务、交通运输、
医疗卫生等场景下的无障碍服务进行规范，
对政府提供的政府热线、紧急呼叫、应急避
难等无障碍服务也提出要求。

“对现行规定已明确的内容，草案结合
当前社会发展情况适当提高了标准和要
求。”黎建飞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看点三：体验试用、检察公益诉讼
等监督机制更为充实

草案设“监督保障”专章，充实了包括体
验试用、社会监督、检察公益诉讼等在内的
监督机制。

草案规定，国家鼓励工程建设单位在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根据工
程设施用途，邀请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
的老年人组织等组织以及有无障碍需求的
社会成员代表，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体验试
用，听取意见和建议。

无障碍卫生间开门的方向朝里，就很容
易卡住轮椅；室外盲文标识指示牌材料选用
不当，夏天摸起来会很烫手……在无障碍环
境建设中，很多项目建设方对真实的无障碍
需求缺乏了解，忽视了一些应该注重的细
节，导致无障碍设施人性化不足、便利化不
够，甚至还会造成安全隐患。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召开
前，北京市民杜鹏曾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
部聘请的无障碍体验员，对涉奥场馆、医院酒
店等地的无障碍设施反复体验试用，提出修改
意见。“草案鼓励推广无障碍设施体验试用这一
做法，有利于从源头上把关无障碍环境建设质
量，避免后期改造带来的浪费。”杜鹏说。

草案还明确，对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公
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或
者提起公益诉讼。

当前，社会上仍然存在盲道被占、残疾人
车位缺失或被占用等现象。若单纯依靠被侵
权的当事人直接维权，将面临诉讼成本高、被
告不明确、司法裁判后不好执行等困难。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丁鹏认
为，草案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公益诉讼法
定领域，有利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在无障碍
环境建设方面的作用，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以法治架起无“碍”桥梁
——聚焦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三大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高蕾 邰思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