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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南 市 2024 年 重 点 普 法 目 录
一、 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
二、 法律、 法规、 规章
1．根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基本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信访工作条例》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安徽省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条例》
《安徽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安徽省征兵工作条例》
《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

《安徽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办法》
《淮南市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淮南市反餐饮浪费条例》
《淮南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
《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淮南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
三、 新出台 （新修订） 法律、 法规、 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上接一版）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必须

把握目标要求。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
“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
的标准和遵循。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
焦解决一些党员、 干部对党规党纪不
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
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
什么、不能干什么，把遵规守纪刻印在
心，内化为言行准则，进一步强化纪律
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增
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
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必须
抓住学习重点，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上下功夫见成效。要坚持逐章逐条学、
联系实际学， 抓好以案促学、 以训助
学，推动《条例》入脑入心，深化《条例》
理解运用，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掌
握《条例》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进
一步明确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 用党
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 真正使学习
党纪的过程成为增强纪律意识、 提高
党性修养的过程。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必须

注重融入日常、学用结合。加强纪律教
育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 经常性工
作，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开展好
党纪学习教育，要原原本本学，坚持个
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 紧扣党的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研讨，
不断强化纪律意识。 要加强警示教
育，深刻剖析违纪典型案例，注重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员、干部受
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要坚持两手抓
两促进，力戒形式主义，把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完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使党纪学习教育每
项措施都成为促进中心工作的有效
举措，切实防止“两张皮”，推动党纪学
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重要政治任
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
扛起政治责任、抓好贯彻落实，以良好
作风保证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让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高质量完成
党纪学习教育任务，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从区域规则到“全球标尺” “长三角标准”不简单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自动驾驶技术

不断推广、 电子证照跨地互认……随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标准” 成果
不断涌现。截至 2024 年 3 月，使用“310”
号段的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已达
23 项。一系列“长三角标准”的诞生，带
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多个
领域协同合作， 助力长三角逐步走向制
度、规则、标准的全面一体化。

长三角地区拥有全国约 40%的制药
产业， 但药品生产带来的废气排放问题
一直困扰区域空气污染治理。“2021 年，
经过多年的沟通努力，我们联动江苏、浙
江、安徽共同发布《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通过这份强制性地方标准实
现了对长三角区域内制药行业废气排放
的整体管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法规与
标准处处长何 说。

自《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推行以来， 长三角地区制药行业废气排
放情况大大改善， 不仅倒逼制药企业改
进治理设施， 还提升了挥发性有机物等

污染物质的达标排放水平。 来自长三角
地区生态环境部门 2023 年的数据显示，
所管控制药企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达
标率提升到本标准的 90%以上。

长三角一体化标准化工作制度自
2019 年启动以来，“长三角标准”协同机
制不断完善、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合作成
果不断涌现。在绿色生态、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创新产业等领域，处处可见“长
三角标准”的身影。

2024 年 ，“长三角标准 ”《电子证照
共享应用规范》发布，进一步推动长三角
区域的跨省域政务服务业务互认、 标准
一致、数据互通、技术相容。在长三角，居
民可凭电子身份证办理宾馆入住登记，
40 类电子证照在长三角地区可跨省域
互认，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2023 年 12 月，首个长三角区域社会
事业类地方标准 《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
协同仲裁服务规范》发布，为日益增多的
劳动者跨省域流动劳动争议和案件提供

重要指导。
“谁能在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

谁就能掌握更多话语权。”曾多次参与国
际标准制定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授郝
皓说，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和对外开放窗口 ，“长三角标
准” 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互动也愈发密
切。

今年， 基于长三角地区成熟的自动
驾驶技术，长三角区域地方标准《自动驾
驶道路测试安全风险评估技术规范》应
运而生， 成为国内首个面向自动驾驶测
试的道路评估和分级地方标准。 牵头制
定该标准的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
院教授涂辉招说，目前这套标准已成功
走上国际舞台 ，“前期就有国际科研机
构对这套标准十分关注 。如今 ，瑞典哥
德堡已将该标准应用于当地的自动驾
驶道路评估， 指导相关技术和产业研发
应用。”

标准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纽
带， 也是全球范围技术合作和产业协同

的通用语言， 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市场监管部门
为促进长三角国际标准化水平的整体提
升，实现标准“走出去”和“引进来”，还共
同创建了国际标准化长三角协作平台及
人工智能专业平台，开展长三角国际标准
化协作首批试点项目 21 项。

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标准技术管理
处处长陈向平看来， 每一项 “长三角标
准” 的制定都是一次协商协调的艰难过
程，每一项“长三角标准”的发布都是向
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迈进。

“我们希望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创
新，推出更多经得起市场检验的‘长三角
标准’，并看着它们走向世界，成为国际
规则制定的重要参照系。”陈向平说，“通
过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实现‘一体
化’，为长三角一体化提供持续有效的制
度支撑， 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一体化成
果，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新华社上海 4 月 14 日电
记者 程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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