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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宣传部等 12 部门印发《关于组织
开展 2024 年 “全民国防教育月 ”活动的
通知 》， 要求以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素养”为主题，在 9 月集中
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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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 三中全
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 “依法开展国防教育 提升全民国防
素养”为主题，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群众性国防教
育活动，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强化国

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增强关心国防、热爱
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力量。

《通知》共作出 7 项活动安排。一是开
展国防教育法普法宣传活动。着眼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向深入，通过
组织刊发报道评论、 刊发宣传阐释文章、
制作专题节目、 开展基层宣讲等形式，做
好国防教育法律宣传。二是开展缅怀纪念
活动。充分利用 9 月 3 日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日、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
发生日、9 月 30 日烈士纪念日和全民国
防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举办庄严
感、 仪式感强的公祭仪式和撞钟鸣警仪
式。三是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制作
播出“国防公开课”专题节目，鼓励部队和

大中小学校结对共建， 开展 “青春如火
国防有我”国防教育主题团日和中央企业
“全民国防校园行”活动。在秋季开学、新
生入学期间，精心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军事
训练， 引导广大青少年增强国防意识、提
升国防素养。四是开展“爱我国防 ”教育
实践活动。开展“爱我国防”演讲、主题作
品征集、“老兵永远跟党走”宣讲实践、“巾
帼心向党 共铸强军梦”主题实践、“国防
万映”公益电影展映等活动，推动国防教
育在全社会深入普及。五是开展先进典型
学习宣传活动。广泛开展“最美新时代革
命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
等先进人物学习宣传，开展“情系国防”系
列宣传活动。组织宣传一批国防教育典型
案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发挥示范
引领效应。六是开展军营开放活动。协调

各地军营开放单位按规定向社会开放，组
织党政机关干部、青少年学生、民兵、预备
役人员等参观军事场馆、 感受军营生活、
开展军营体验，充分展示人民军队的精神
风貌。七是开展网上宣传教育活动。组织
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各地国防教育
网站、“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开设专题网
页，主动设置议题和专栏，更好汇聚正能
量、振奋精气神。

《通知 》要求 ，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
方向，强化思想引领、丰富教育内涵 ，注
重结合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务求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要积极创新方法手段，把
握时度效，梯次推进、形成声势 。要发挥
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的作用，加
强军地协同配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
成做好工作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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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8 日电 科技金融是通过银行、
证券、 保险、 创业投资、 抵押、 担保等金融方式和服
务， 支持科研、 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金融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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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
科技金融体制， 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完善长期资本投早、 投小、 投长
期、 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这项重要改革举措对于促
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实现科技、 产业、 金融三者
的良性循环， 建设科技强国和金融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科技强国建设和国际竞争的严峻形势， 强大
的科技投入是支撑人工智能、 信息技术、 量子、 生物
等前沿科技领域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科学
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 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的
支持。 目前， 我国的科技投入总量相对不足 、 结构不
尽合理 ， 急需更多金融投资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 加
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 ， 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 聚焦重点；
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统筹运用好股权 、
债权、 保险等手段， 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 全生
命周期金融服务。 近年来， 科技管理部门会同金融管
理部门和金融机构陆续制定了一批科技金融政策措施。
但同时还存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社会融资模式与科技
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匹配、 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
内生动力需要提升、 金融监管刚性要求对科技创新融
资形成抑制等问题。 发展科技金融， 构建同科技创新
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 加强对科技企业全链条、 全生命周期金融
服务 。 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企业 ， 其规模小 、
资产轻、 估值难而资金需求度高， 可加强天使投资基
金 、 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 。 对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 ，
具备一定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的， 可加强专利权质押
融资 、 商标权质押融资 、 订单融资等科技信贷服务 。
对于成熟期科技企业 ， 可支持其在科创板 、 创业板 、
新三板等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融资机会。

第二， 加大对国家科技重大任务的金融支持。 对
事关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重大科技任务， 加强银行信贷、
资本市场、 科技保险、 创业投资、 债券以及财政引导
等多项政策联动， 重点对国家科技重大任务、 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等给予全方位金融支
持。 支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项目、 在关键核心技术上
取得重大突破的科技领军企业上市融资。

第三， 构建丰富的科技金融产品体系。 强化科技政策性贷款， 常态化
实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 提高在再贷款中的结构比例。 建立专门机制，
推动商业银行将支持科技创新作为主要政策性业务。 对天使投资和专注投
早、 投小、 投长期、 投硬科技的创业投资机构进一步给予支持。 培育一流
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 拓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 。 壮大耐心资
本 ， 探索社保基金 、 保险资金 、 年金资金等长期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机
制。

第四， 打造科技与金融良性互动的生态。 加强科技咨询、 科技创新评
价标准、 知识产权交易、 信用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各类金融服务
更加标准化、 精准化提供支持。 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有效发挥政策性融资担
保体系的增信、 分险和引领功能， 着力解决市场的科技创新风险规避问题。
充分考虑科技金融的发展规律， 强化科技创新的金融风险防范， 提高监管的
包容性。 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 采取 “长周期”、 “算总账” 等的考核
办法， 带动长期资本投早、 投小、 投长期、 投硬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