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央社会
工作部、教育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
的意见》，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参与法律
援助志愿服务，为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法治社会建
设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高校法律援
助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基本健全，高校法
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基本完成。到
2035年，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成为高
校法学师生实践教育的重要阵地，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校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意见明确，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研究
工作的人员，法学专业、具备法律知识的
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或者通晓特
殊语种、手语的学生，经招募单位审核
后，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平台自行注册
或通过招募单位注册，成为法律援助志
愿者。法律援助志愿者可以根据自身专
业知识和技能情况，依法为经济困难公
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法

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等法律援助服务。
意见强调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

鼓励高校与法律援助机构结合当地实
际，通过建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团、成立
高校法律援助联盟等，组织志愿者到法

律人才短缺的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
务，促进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

据了解，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已依托
高校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400 余个，全
国共有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6.2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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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全国退役
军人工作会议 29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并向受到表彰的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
热烈祝贺，向从事退役军人工作的同志
们表示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
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新时代新征

程 ，退 役 军 人 工 作 要 有 新 担 当 新 作
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
设服务的方针，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所需、退役军人所盼，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
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
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
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希望广大退
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
爱国奉献，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谌贻琴在会上传达了
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她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退役军
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退役军人
的亲切关怀。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服务强国强
军、提高服务保障水平、防范化解风险
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引领广大退役
军人踊跃投身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
开创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会议表彰了397名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和 100 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
位、80名模范个人。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出席会议。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发布辟谣声明

中新网7月29日电 据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官微消息，近日，有自
媒体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视频，称
教育部留学中心召开发布会宣布

“将扩大支持留学，留学生将享受申
请自费留学奖学金、申请落户一线
城市等六大政策扶持”。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郑重声
明：该视频虚假不实，我中心从未召
开此发布会，从未发布过相关政
策。所谓六大政策支持，主要是对
部分地方有关政策的拼凑和夸大。
请广大留学生及公众提高警惕，谨
防上当受骗。对此类造谣炒作行
为，我中心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
任的权利。

最高检：
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惩治力度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记者从29
日在京举行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了解
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关于公正执法司法的部署，对
有关工作提出新要求。

决定提出，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
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当事
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执行活动的
全程监督。对此，最高检作出部署，要跟
进健全国家执行体制，研究强化对执行
活动的全程监督；推动完善法检信息共
享、工作协同机制，以实时监督促全程监
督；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惩
治力度。

在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方面，最

高检提出，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
重，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
全流程监督；完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
事后纠正等工作机制，完善涉及公民人
身权利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等
强制措施的制度。

最高检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侦查监
督与协作配合机制，通过信息共享促进
做优协作配合，把监督重点放在纠正应
立不立、应撤不撤、长期“挂案”等突出问
题上。要自觉融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在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
刑事指控体系上迈出实质步伐；健全上
下联动刑事抗诉工作机制；完善“派驻+
巡回+科技”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
机制；着力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切实维护执
法司法公正。

为推动行政检察提质增效，最高检
提出，要适应深化行政案件级别管辖、集
中管辖、异地管辖改革，加强对行政生效
裁判、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的监督，在确
保案件质量基础上加大监督力度；结合
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协同人民法院、
行政机关依法规范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

在规范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方
面，最高检要求，要切实找准公益诉讼检
察服务改革发展的切入点，持续抓好法
定领域办案，依法拓展案件范围，更加注
重办案质量。

三部门联合发布意见
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务

首批15地入选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商务
部29日公示拟确定15个地区作为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首批全域推
进先行区试点。

首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将利
用两年时间在其主城区社区实现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覆盖。这
15个试点地区为北京市东城区、北
京市西城区、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
省石家庄市、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江苏省南京市、
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济南市、河南
省鹤壁市、湖北省武汉市、海南省三
亚市、重庆市两江新区、甘肃省兰州
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商务部同时公示了拟确定的
60 个地区作为全国第四批城市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2021 年以
来，商务部等部门先后确定了三批
共150个全国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地区，目前取得阶段性成
效。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前三批
150个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3946个
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网点88.82万
个，服务社区居民7676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