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中共中
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
工作的意见》， 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把禁毒工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和平安
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
“源头治理、以人为本、依法治理、严格
管理、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坚持“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
吸并举”的工作方针，立足当前，长期治
理，突出重点，多管齐下，不断创新禁毒
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毒品问题治
理体系，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坚决
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民
禁毒意识普遍增强，新吸毒人员滋生速
度明显减缓；戒毒康复体系更加科学完
善， 戒治挽救吸毒人员能力明显增强；

境外毒品走私渗透、国内制贩毒活动受
到严厉打击，毒品问题严重地区和突出
毒品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禁毒国际合作
务实开展， 境外毒源地对我国危害减
少；禁毒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党委和政
府统一领导、 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有
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禁
毒工作社会化格局真正形成，毒品治理
能力明显提高； 禁毒专业力量不断加
强，各项保障更加有力，法律法规日益
完善，切实掌握禁毒斗争主动权。

《意见》要求，要深入开展毒品预防
教育。建立由各级禁毒部门牵头、党委
宣传部门协助、 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民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体系。 把毒品预防教育作为国民教育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纳入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村镇、单
位）创建内容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在全社
会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禁毒氛围。

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 重点针对青少年
等易染毒群体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实现
普通中小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
校毒品预防教育全覆盖。建立学校、家庭
和社区毒品预防教育衔接机制， 普及家
庭防毒知识，强化社区禁毒宣传教育。有
针对性地对涉毒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 在重点地区广泛开展禁
种毒品原植物宣传教育。

要创新吸毒人员服务管理。依法严
厉查处吸毒行为，鼓励吸毒人员主动到
公安机关登记，把吸毒人员纳入网格化
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积极探索科学有效
的戒毒康复模式，构建戒毒治疗、康复
指导、 救助服务相结合的戒毒工作体
系。大力加强自愿戒毒工作，全面推进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范强制隔
离戒毒工作，研究完善戒毒康复场所管
理体制， 扩大戒毒药物维持治疗覆盖

面，提高戒毒实效。加强戒毒康复人员
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吸毒人
员艾滋病防治工作，加强跟踪管理和行
为干预。

要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加
强毒品来源重点方向省份的毒品查缉
工作， 严格物流寄递行业禁毒管理，构
建覆盖全国陆海空邮及互联网的毒品
立体堵截体系。严厉打击制毒、跨境跨
区域贩毒和互联网涉毒等违法犯罪活
动，严厉打击幕后组织者、团伙骨干和
“保护伞”，严厉打击毒品洗钱犯罪和为
毒品犯罪提供资金的活动。严格落实禁
种铲毒工作责任制，严厉打击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行为。完善突出毒品问题重
点整治工作机制，强化分级预警、通报
约谈、挂牌整治和督导考核。强化对公
共娱乐场所的综合治理，加大对涉毒场
所的查处力度。

要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和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管理。建立非列管易制毒化学
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其他非药用物质
临时列管机制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建
立健全易制毒化学品流失追溯制度。加
快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
应用。建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药用类
与非药用类分类列管制度，加强对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运输、经营、使用

等环节的监管。

要务实开展禁毒国际合作。将禁毒
国际合作作为对外执法安全合作的重
要内容， 认真履行国际禁毒公约义务，

积极参与联合国禁毒机构倡导的活动，

建立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多层次、全
方位的禁毒国际合作格局。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加强对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履行
禁毒职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
区禁毒工作负总责，要把禁毒工作纳入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摆上重要议
事日程，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治理和
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建立禁毒工作考评
和责任追究制度，将禁毒工作纳入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各级禁
毒委员会要加强对本地区禁毒工作的组
织、协调和指导，各级禁毒委员会成员单
位要认真落实同级禁毒委员会的部署要
求，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禁毒对
策研究和沟通协调、督导考核。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禁毒工
作保障。强化力量建设，建立与毒情形
势和禁毒任务相适应、 职能配置完善、

岗位设置科学的禁毒机构和队伍。要完
善禁毒工作保障机制，加强禁毒法制建
设，加大禁毒科技攻关力度，加强禁毒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保障水平。

刘云山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

5

日上午
在京主持召开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教育
实践活动下步工作。

刘云山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为深入推进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
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各级

党委要切实用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强化
在党忧党的意识， 把握从严治党的要
求，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主动担责、认
真履责、扎实尽责，善始善终抓好教育
实践活动，全面深入推进党的建设。

刘云山指出，当前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正处在关键阶段，越往后越需要持
续用劲。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树立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思想，保持锲而不
舍的韧劲，防止前紧后松、防止矛盾积
压、防止简单粗糙、防止短期效应，确保

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要坚持
问题导向，持续聚焦“四风”，及时发现
倾向性苗头性潜在性问题，及时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通过问题倒逼
推动整改落实，决不让整改方案挂在墙
壁上、停留在口头上。要从具体事情抓
起，从具体问题改起，把整治“会所中的
歪风”、调整清理“裸官”、清理整顿培训
中心、查处基层党员干部不正之风和违
法违纪行为以及整治干部“走读”、收
“红包”、“吃空饷”、“为官不为” 等纳入

整改范围，上下联动解决问题，做到真
改、实改、彻底改，努力根除作风顽瘴痼
疾，确保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

刘云山指出，营造良好从政环境是习
近平总书记讲话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党
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落实
“三严三实”要求，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坚守正道、弘扬正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
带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改作风、

敢担当、有作为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在要
求，为官必须有为，为官必须担当，要引导
党员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增强推
动改革发展的自觉性， 使改进作风的过程
成为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

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过程。要把推进教育实践活动同研究党的
建设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严格党
内政治生活， 加强党员干部日常监督管理，

坚持强基固本、强化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
党的建设工作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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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各界7月7日上午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仪式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7

月
7

日是“七
七事变”

77

周年纪念日。上午，党和国家领
导人将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首
都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

发七十七周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将现场直播纪念仪式， 新华
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也将同步直播。

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77

年前的今天，日
本军国主义悍然炮轰
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
外的“七七事变”，标志
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
始，成为中国全民族抗
战的起点。 这场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激发了中华民
族的彻底觉醒和顽强奋起，并由此开辟了世
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
党吹响了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中国共
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
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
难，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
队，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
务，经过

8

年浴血奋战，以军民伤亡
3500

多万
人的巨大牺牲，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
的重大转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义与邪恶决不容混淆，历史悲剧决不
允许重演。今天，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

周年， 是为了尊重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
肃性，捍卫人类的尊严和良知；是为了从历史
中汲取智慧启迪，获得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维护世
界和平。这种纪念，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
人们，是一次文明共识的汇合和凝聚；对那些
罔顾事实、篡改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和
警告；对于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是
一次民族精神，民族魂的张扬和讴歌。

回望
77

年前那场令人刻骨铭心的“七七
事变”， 回溯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
史，直接原因是国家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
没有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 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越是
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铭记历史，越是要
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越是要自强不息、团结一致、共圆民
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日本军国主义
在二战时犯下的滔天罪行，给包括中国人民
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日本
人民留下了无尽创伤。亚洲各国人民和世界
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严厉谴责日本
军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并且敦促日本政府正
视历史、 深刻反省， 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然
而，七十多年过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并未
结束。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到参拜二战战
犯亡灵，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
法……现实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
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危
险。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公理正义的公然
藐视，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破坏。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今年是
中国和印度、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0

周
年。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推动建立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爱好和平并不是纵容罪恶，更不等于
委曲求全。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将以最
大的决心和努力，坚决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决不允许军国主义
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
的。

77

年过去，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警示
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中国有句古话，“好
战者必亡”，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

光明战胜黑暗， 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谁违抗它，就会受到惩罚；谁尊重它，才能开
创未来。 （新华社北京

7

月
6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