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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治 

 
 習近平召開國安委示警國安問題複雜，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

經受驚濤駭浪的考驗；中共修訂「反間諜法」擴大間諜行為之認定。 

 習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稱國家統一是核心利益

的核心；重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對青年政治引領。 

 中共高層會議稱「三重壓力」緩解、但需求不足、經濟運行面臨挑戰，推

動消費、就業和安全生產工作，強調提振民企信心和糧食、網路安全。 

 習在河北等多省調研，稱建設雄安新區完全正確；要求強邊固防，肯定東

部戰區維護祖國統一；李強等高層考察高科技產業、民生和國際賽事。 

 習要求全力防汛救災；續推反腐，展開軍隊廉政調查。 

 

一、 中共推進國安和意識型態的理論建設 

(一）習近平示警國安問題複雜、艱鉅程度加大；中共修訂「反間諜法

」擴大間諜行之認定，以國安為由搜索多家涉外企業 

習 5 月 30 日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安委首次會議，稱國安問題複雜、艱巨程

度明顯加大，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

大考驗（新華社，2023.5.30）。全國人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修訂「反間諜法」，7 月 1 日施

行，擴大間諜行為之認定（人民日報，2023.4.27）。國安部部長陳一新要求廣泛宣傳和抓

緊啟動「反間諜法實施細則」修訂工作（「新時代國安大講堂」。澎湃新聞，2023.7.15）；北京市推

出反恐法實施辦法，明年起租車、寄快遞等行為要查驗身分（人民日報，2023.7.29）。政

法委書記陳文清 7 月 14 日在全國國安系統表彰大會稱「二十大」以來，國安機關

推動隱蔽戰線工作取得新成效（新華社，2023.7.14）。近期多家涉外公司（如陸企凱盛融英等）

遭以國安為由搜查、逮捕員工（星島日報，2023.5.9；環球時報，2023.5.10）。 

(二）習要求忠誠為黨、堅持馬克思主義，警示勿重蹈蘇聯覆轍；中共

黨員增至 9804.1 萬名 

  習要求忠誠為黨護黨、全力興黨強黨，全面從嚴治黨（6.28-29 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傳

達）。截至 2022 年底，中共黨員總數為 9804.1 萬名、基層組織 506.5 萬個，分別比

上年增 132.9 萬和 12.9 萬個（新華社，2023.6.29、30）。習 6 月 30 日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

，強調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是當代中共黨人的莊嚴責任（新華社，

2023.7.1）。「求是」7 月 1 日刊登習署名文章（2022 年 3 月 1 日在 2022 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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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講話的主要部分），稱「東升西降、中治西亂」更鮮明，若放棄馬

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發生東歐劇變、蘇共垮臺、蘇聯

解體的悲劇（「求是」，2023.7.1）。 

(三）續推動「習思想」主題教育，要求全黨統一思想及行動 

  「求是」6 月 1 日刊登習署名文章，要求全黨統一思想及行動，將主題教育開

展情況納入幹部考核。蔡奇 5 月 22 日在「習近平著作選讀」出版座談會，要求將

學習「習思想」做到入腦入心入魂（新華社，2023.5.22），中央學習貫徹「習思想」主題

教育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李幹傑要求把調研成果轉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防範化

解重大風險（澎湃新聞，2023.5.15；新華社，2023.6.26、7.21）。 

(四）習強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習 6 月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

提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決定中華民族的方向，強調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

心利益的核心；另致賀信（6.7 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4.21「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藍廳論壇、25 日首屆

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大會、5.23 中國西藏發展論壇、25 日 2023 中關村論壇、6.14 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等）稱「中

國式現代化」建設文化強國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發展適合國情的人權（新華社，2023.4.21

、25、5.23、25，6.7、14），勉雲南大學為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做出更大貢獻（4.20

致信祝賀雲南大學建校 100 周年。人民日報，2023.4.21）。 

  王滬寧強調加強各民族交融的歷史闡釋和宣傳教育（4.21「習近平關於加強和改進民族工

作的重要思想研討會」、5.26 全國政協第四次雙周協商座談會），防範化解宗教領域風險隱患，在國際

上講好中國宗教故事（6.21 習關於宗教工作的重要論述研討會。央視，2023.4.21；新華社，2023.5.26；中新社，

2023.6.21）。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

同體意識，加強港澳臺同胞對國家和中華文化認同（中新社，2023.6.26）。 

(五）習籲青年「自討苦吃」，要求加強對青年政治引領和促進就業 

  習 6 月 19 日出席共青團「十九大」開幕式，26 日會見新一屆領導班子，要求

將政治引領擺在首位，從嚴管團治團，贏得黨的信任；原吉林省委常委、宣傳部

長阿東升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團章寫入「兩個確立」（人民日報，2023.6.23、26）。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共有共青團員 7358.3 萬名（較上年減 13 萬名），共青團組織 409.3 萬個，

少先隊員 1 億 1467.1 萬名（新華社，2023.5.3、6.1）。另習在「五四」青年節前夕向中國農

業大學科技小院學生回信，鼓勵青年學生要有「自找苦吃」的精氣神（新華社，2023.5.

）；5 月 31 日在北京育英學校向少年兒童祝賀「六一」兒童節，要求落實「雙減」

，培育紅色基因、科學思維和社會主義接班人（新華社，202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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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毅回任外長；機構改革新機構人事陸續到位 

  原中共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 6 月 25 日遭免除外長職務，王毅回任外長；人行

副行長潘功勝升任行長和黨委書記（上海解放日報，2023.7.1；新華社，2023.7.25）；另官媒公布

政治局委員李幹傑兼任中組部長（新華社，2023.4.26）；網信辦副主任曹淑敏升任中宣部

副部長兼廣電總局局長（中新社，2023.5.15）。原廣東省副省長兼公安廳長王志忠任公安

部副部長（中國政府網，2023.6.26），原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賀軍科調任中國科協黨組書記

（政事兒，2023.5.30），原公安部副部長王志忠任特勤局長（北京青年報，2023.7.14）；海南代省

長劉小明真除（中新社，2023.5.31）。原國安部副部長董經緯任香港國安公署署長（新華社，

2023.7.18）；原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任中聯辦副主任（中通社，2023.7.23）。 

  中央社會工作部首任部長由原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吳漢聖出任，

三名副部長為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國家信訪局局長李文章（仍兼信訪局長）、原民政部

副部長柳拯和原國資委副主任趙世堂（北京青年報，2023.7.8；澎湃新聞，2023.7.10；中共國家信訪局，

2023.7.14）；原中國光大集團股份董事長王江任中央金融辦常務副主任（澎湃新聞，2023.5.18

）；原四川常務副省長李雲澤出任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首任局長（證券日報，2023.5.19）；原

中國聯通董事長劉烈宏出任國家數據局首任局長（新華社，2023.7.28）。中共中央港澳辦

領導班子亮相，主任為夏寶龍（周霽為正部級常務副主任，其他副主任為鄭雁雄、鄭新聰、楊萬明和王靈桂

。香港 01，2023.7.11；星島日報，2023.7.12）。 

二、 中共高層會議部署經濟、就業和安全生產工作，推進網

路安全、科技自立自強和生態保育 

(一）政治局會議稱「三重壓力」緩解、但需求不足、經濟運行面臨新

挑戰；高層會議部署實體經濟和能源、糧食安全工作 

  習主持政治局會議研究經濟形勢和工作，4 月 28 日會議稱「需求收縮、供給

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緩解，但需求仍不足，要推動實體經濟和防範

金融、房地產風險；7 月 24 日會議強調經濟運行面臨新困難挑戰，國內需求不足、

經濟運行面臨挑戰，推動擴大內需、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新華社，2023.4.28、7.24）。 

  習召開「二十屆」深改委第一、二次會議（4.21、7.11），推動科技創新、促進民

營經濟發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管控碳排放、建設新型電力系統

，保障能源安全；在「二十屆」中央財經委第一、二次會議（5.5、7.20）強調加快建

設實體經濟，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撑「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糧食安全、守住耕地

紅線和鹽鹼地利用；5 月 23 日在「二十屆」中央審計委員會首次會議強調審計監

督在關鍵領域（地方債務、金融、房地產、糧食、能源和反腐等）的作用；另習 5 月 29 日舉行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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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強調建設教育強國支撐科技自立（新華社，2023.4.21、28，5.5、23、29；7.11、20）。 

  習 7 月 17 至 18 日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強調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

，防治污染和生態保育，堅持「雙碳」（碳達峰、碳中和）承諾，但路徑、節奏和力度必

須自主，及資源環境要素（碳排放、用能、用水和排汙權）納入市場化改革（新華社，2023.7.19）；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 8 月 15 日設立為全國生態日（全國人大網，2023.6.28）。 

(二）國務院強調做好黨中央的執行者，推進國有經濟和平急兩用基建

；官方密集會商民企、外企 

  李強 6 月 9 日主持國務院第二次專題學習，稱做好黨中央的執行者是落實「

兩個維護」（新華社，2023.6.9）。丁薛祥 5 月 11 日全國高校畢業生等青年就業創業工作

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就業觀，增強就業信心（新華社，2023.5.11

）。張國清（4.17 央企 2023 年度經營業績責任書簽訂會議、7.18 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動員部署電視電話

會議）要求國企科技自立自強，著重能源、資源、糧食等領域，更好服務國家戰略

安全（新華社，2023.4.17、7.1、.18）。何立峰推動建設平時用作旅遊休閒、急時可轉換為隔

離場所的兩用基礎設施（7 月 20 日積極穩步推進超大特大城市「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工作部署電視電

話會議。新華社，2023.7.20）。 

  全國政協（6.20「恢復和擴大消費」調研協商座談會、7.17 的 2023 年上半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座談會等）、發

改委（7.3、10、17 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工信部（7.6 製造業企業座談會、7.7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圓桌會議）和商

務部（7.5 外資企業圓桌會、7.17 日資企業圓桌會議）等召開多場民企、外企座談會聽取企業運作

面臨的困難和對政策的建議，王滬寧稱促消費和擴大內需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的應有之義（香港經濟日報，2023.7.4；澎湃新聞，2023.7.8；中新社，2023.7.12、17；新華社，2023.7.18）。 

(三）習對網路安全提「十個堅持」；網信辦展開「清朗」專項行動 

  習對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重要指示（7.14-15 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傳達），提出

堅持黨管互聯網等「十個堅持」，強調正能量、網絡安全、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和

建設忠誠乾凈的網信工作隊伍（新華社，2023.7.15）。中宣部部長李書磊 7 月 18 日在 2023

年中國網路文明大會稱要讓主旋律更加高昂（新華社，2023.7.18）。網信辦展開多次「清

朗」專項行動（「優化營商環境、保護企業合法權益」、「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和「成都大運會網絡

環境整治」），整治惡意散布民企賣國論、國進民退、網路霸淩、色情、鼓動師生和民

族矛盾等網路言論（澎湃新聞，2023.4.28；網信辦，2023.6.27、7.18）。 

三、 多地因颱風、豪雨釀災，習要求做好防汛救災工作；公

安事故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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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進入汛期，習兩度指示要求做好防汛救災工作 

  中國大陸 5 月以來華中、華南大雨成災，官方統計 5 月份降雨量較往年同期

平均減少 18%，但洪澇災害遍及 20 省，共 258.5 萬人次受災，災損達人民幣 32.5

億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界面新聞，2023.6.7）；重慶市萬州區 7 月 3 至 4 日暴雨成災（截至

7 日已釀 17 人死亡、2 人失踪，經濟損失逾 2.2 億元），習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搶險救災，將損失

降到最低；張國清 6 日赴國家應急指揮總部調度防汛救災工作，財政部和應急管

理部撥款 3.2 億元、中組部由代中央管理黨費中劃撥專項 1.28 億元支持防汛救災（

新華社，2023.7.5；中新社，2023.7.6）。 

  華中、華北和東北 7 月中下旬以來出現強降雨，颱風杜蘇芮 7 月 28 日在福建

登陸致 145.45 萬餘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 30.53 億元（東方日報，2023.7.31），其

外圍環流 7 月底在京津冀造成破歷史紀錄的極端強降雨，截至 8 月 1 日已造成北

京和河北 21 人死亡、58 萬餘人受災（北京日報，2023.8.1），7 月自然災害共造成 1601.8

萬人次受災、147 人死亡失蹤，直接經濟損失 441.8 億元（應急管理部，2023.8.4）；習再度

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

局穩定（央視，2023.8.1），李強 7 月 21 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新華社

，2023.7.21），張國清在北京、天津和黑龍江指導防汛工作（新華社，2023.8.1、6；人民日報，2023.8.7

）；國家防總 30 日對京津冀晉豫 5 省份啟動防汛II級應急響應（文匯報、大公報，2023.7.31

），財政部及應急管理部陸續預撥 5.3 億元、中組部從代管黨費劃撥專項 4400 萬元

支持防汛救災工作（央視，2023.7.29；應急管理部，2023.8.6）。 

(二）公安事故頻傳，官方展開調查 

  寧夏銀川燒烤店 6 月 21 日發生燃氣爆炸事故，造成 31 人死亡、7 人受傷，習

指示要求追究責任，全面排查風險，有關部門要開展安全生產風險專項整治，國

務院由應急管理部牽頭成立調查組（央視，2023.6.22、25）；黑龍江齊齊哈爾第三十四中

學體育館發生屋頂坍塌事故釀 11 死（中國網，2023.7.25）。張國清要求全面排查隱患、嚴

查瞞報謊報的事故（7.30 全國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新華社，2023.7.30）。 

四、 高層調研關注邊疆、高科技產業、維穩和民生 

(一）習赴河北、山西、陝西、內蒙古、江蘇和四川調研，稱建設雄安

新區完全正確，要求強邊固防；肯定東部戰區維護祖國統一 

  習 5 月 10 至 12 日考察河北雄安新區、滄州市和石家莊，稱建設雄安新區完

全正確，要求以京津冀做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先行示範區；16 至 17 日在山西

、陝西考察，強調科技創新突破和共同富裕；6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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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工作重心已轉向高質量建設。又蔡奇重申堅定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7.3 召開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第 45 次全體會議。新華社，2023.5.10、12、17；7.3；中新社，2023.6.30）。 

  習 6 月 5 至 8 日在內蒙古考察荒漠防治和新能源產業，批霸權國搞壟斷，稱

「雙循環」是自立自強不是鎖國，要求鞏固生態安全和邊疆共同富裕，推進能源

轉型，視察邊防部隊要求強邊固防；7 月 5 至 7 日在蘇州、南京考察，要求推動關

鍵技術核心產品迭代升級；7 月 6 日視察東部戰區機關，肯定對維護祖國統一的重

要貢獻，強調安全形勢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大，要加快提高打贏能力（新華社，2023.6.8、

7.7）。 

  習 7 月 25 至 27 日在四川、陝西調研生態和文化保護，要求保障糧食和戰略

性物資供應，帶動西部高質量發展，做好防汛救災工作，主題教育要消除政治隱

患；視察西部戰區空軍，強調提升電子作戰能力，確保黨指揮槍、從嚴治軍；28

日出席成都世大運，強調團結應對全球危機（新華社，2023.7.28-30）。 

(二）李強和張國清考察高科技產業和救汛防災；丁薛祥調研電力保供 

  李強（4.24-26 廣西、雲南；5.17-18 山東；6.7-8 遼寧；7.26-27 上海）調研農業、外貿、國企和半導

體、航天產業等，強調鞏固脫貧攻堅、興邊富民，做強做優實體經濟，擴內需穩

外需，推動東北振興，吸引外資深耕等（新華社，2023.4.26、5.18、6.9、7.27）。 

  丁薛祥 7 月 15 日在華能集團和國家電網公司調研，強調電力保供、杜絕拉閘

限電（人民網，2023.7.16）；張國清在華中華南考察防災救災工作和高科技產業（5.14-16 雲南

、6.4-6 日上海、6.11-13 廣東、7.2-4 湖北、7.25-27 浙江等），要求統籌做好防汛與抗旱，培育更多「

專精特新」企業和「隱形冠軍」，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邁向產業鏈價值鏈中高端（新華社，2023.5.16；6.6、13；7.4、27）。 

(三）趙樂際和劉國中關注農業和民生；諶貽琴調研國際賽事籌辦 

  趙樂際調研種子法實施情況和生態保育（6.6-9 四川、7.4-7 山西），要求推進種業高質

量發展，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新華社，2023.6.9、7.8）。劉國中調研種業（5 月中江蘇）、脫貧

（5.22-24 青海、甘肅）、夏糧和醫改（6.19-21 河北、山西），強調攻關農業「卡脖子」技術，減

輕就醫負擔（中新社，2023.5.12；新華社，2023.5.24；人民網，2023.6.21）。李強對殘疾人職訓和就業

創業作出重要批示，諶貽琴調研民政工作（6.25-27 山東；4.24-27 日陝西、甘肅），要求保障困

難群眾民生（新華社，2023.4.27；6.27、28），另調研運動賽事與高校畢業生就業（5.14-17 杭州亞

運會、亞殘運會；6.4-7 四川、湖北），要求呈現中國特色和青春風采（新華社，2023.5.17；6.6、8）。 

(四）王滬寧、陳文清赴疆、藏調研，要求反恐維穩常態化和增進認同

；李希調研紀檢幹部隊伍，要求聚焦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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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滬寧（5.22-24）、李希（7.25-29）和陳文清（6.14-18）赴新疆調研，強調推進反恐維穩

法治化常態化，保持新疆社會大局長期穩定，穩疆興疆（新華社，2023.5.24、6.19、7.29）；

又王滬寧 7 月 25 至 27 日在西藏調研民族宗教工作，要求推進鄉村振興和增強對

中共認同（新華社，2023.7.28）；石泰峰調研統戰工作（5.11-13 浙江、7.14-16 吉林）強調完善大統

戰工作格局（新華社，2023.5.14、7.17）。李希調研紀檢監察幹部隊伍教育整頓（5.16-19 福建、6.14-17

雲南），要求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聚焦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總目標，嚴肅

反分裂鬥爭紀律（新華社，2023.5.19、6.17）。陳文清調研基層政法機關和國際體育賽事安

全（4.17-19 海南、5.16-18 浙江、7.4-6 四川、7.17-19 寧夏），要求在源頭減少矛盾糾紛，做好杭州亞

運會、亞殘運會和成都世大運安保工作（新華社，2023.4.21、5.18、7.7、20）。 

五、 中共整頓官員風氣、續反腐肅貪 

(一）習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展開調查軍隊腐敗、防範廉政風險；

火箭軍傳洩密遭整肅，主帥遭撤換 

  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24 日就全面加強軍事治理進行集體學習，習強調堅持黨

對軍隊絕對領導，構建現代軍事治理體系並加強軍費管理和監督（新華社，2023.7.24）。

中央軍委要求嚴防濫權、加強管控，追查過去 6 年採購弊案（《關於建立軍隊廉政風險防範預

警機制的意見》、《關於徵集全軍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違規違紀線索的公告》。中新社，2023.7.19；德國之聲，2023.7.28）

。港媒報導原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副司令員劉光斌，及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

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因貪腐已於 3月被帶走調查（南華早報，2023.7.28

），另傳有洩密情形（美國之音，2023.8.2）；王厚斌、徐西盛 7 月 30 日晉升為上將並分別

出任火箭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新華社，2023.7.30）。 

(二）整頓官員躺平心態和官僚習氣、消除政治隱患 

  蔡奇 4 月 23 日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工作暨紀檢工作會議要求強化政治機關

意識，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走好踐行「兩個維護」的第一方陣（新華社，

2023.4.23）。中共中央召開整頓會議（6.12「中央和國家機關幹部教育整頓工作推進會」、6.15「中央層面整治

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會」），要求黨政機關當好表率，整治「躺平心態」和「官僚

習氣」（新華社，2023.6.13、15）。李希 7 月 14 日主持中紀委常委會要求旗幟鮮明同危害黨

的團結統一的言行作鬥爭，及時消除政治隱患（中紀委國監委，2023.7.15）。中央和國家機

關工委規範機關紀委的定位和職責（《中央和國家機關部門機關紀委工作規則》。央視，2023.7.18）。 

(三）年來 30 名中管幹部落馬；續體壇反腐 

  2023 年至今有 30 名中管幹部落馬（統計至 8.2），第 2 季共 13 名，包括：浙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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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副主席朱從玖、重慶副市長熊雪、國資委副部長級幹部駱玉林、國開行副行長

周清玉、陝西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金柱、黑龍江政協副主席曲敏、中石油副總經

理徐文榮、西藏政協副主席姜杰、廣東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繼興、上海人大常委

會主任董云虎、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中國太平保險集團副總經理肖星和

國開行副行長王用生，其中央企 5 人，地方 7 人，1 人來自部委（中紀委國監委，2023.5-7

）；另中國足球協會技術部部長譚海、戰略規劃部部長戚軍落馬（澎湃新聞，2023.7.22）。 

六、 政法系統推進維穩工作；中央社工部推廣「浦江經驗」、

推動矛盾源頭治理 

  陳文清在政法系統會議（5.5-6 政法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思想」鍛造政法鐵軍專題研討班、5.11 全國政

法楷模表彰大會）要求堅定擁護「兩個確立」，肅清周永康、孫力軍政治團伙等流毒（新

華社，2023.5.6、11）；7 月 3 日在「省部級幹部信訪工作專題研討班」要求化解矛盾；29

日召開政法委全體會議，要求推進安保維穩，打擊境外電信詐騙犯罪（人民網，2023.7.4

；新華社，2023.7.29）。公安部部長王小洪針對「五一」勞動節連假和夏季部署治安工作

（4.25、6.25 全國公安機關視頻會議；公安部 7.24 全國公安機關夏季治安打擊整治行動第一次推進會），要求打擊境

內外敵對勢力，反滲透、顛覆、恐怖、分裂和反邪教鬥爭，強化社會面整體防控

，堅決捍衛政治安全（中國長安網，2023.5.30；新華社，2023.5.30、6.25；公安部網站，2023.7.26）。 

  李文章 7 月 20 至 21 日在浙江浦江縣召開總結推廣「浦江經驗」深入開展領

導幹部接訪下訪經驗交流會（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 2003 年在浦江縣首次下訪接訪群眾，此後每年帶頭下

訪，開創省級領導幹部下訪接訪的先河），要求將矛盾問題發現在早、防範在先、處置在小；中

央信訪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國家信訪局印發通知推廣「浦江經驗」推動領導幹

部接訪下訪（新華社，2023.7.21；中新社，2023.7.22）。 

（綜合規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