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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部署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作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京召
开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贯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做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保护鉴
定要求，通报工作进展，部署
2023 年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利用，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把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
列为重点工作。面向新时代新
征程三农工作对种质资源保护
鉴定提出的新要求，要充分认
识其在推动种业振兴、保障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加
快构建开放协作、共享应用的

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机制，
切实把精准鉴定工作各项任务
和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农作物种质资
源精准鉴定是一项长期任务，
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2021
年，农业农村部以查清国家库
圃长期战略保存资源的遗传多
样性及可利用性为目标，启动
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工

作，制订了总体方案和大豆、
玉米等48个分作物实施方案，
建立了“鉴定对象、方法标准、
人员队伍”三位一体工作机制，
对首批 7.6 万份资源开展了基
因型和表型鉴定，挖掘出一批
优异种质和基因并用于育种创
新。
　　会议要求，要聚焦稳粮扩
油、提升单产等农业生产急迫

需求，重点挖掘高油高产大豆、
短生育期油菜、耐密宜机玉米、
耐盐碱作物等优异种质。依托
优势科研单位和企业，搭建一
批国家资源精准鉴定和基因挖
掘平台，加快信息化建设，实
现精准鉴定和共享利用同步推
进，促进资源优势不断向创新
优势和产业优势转化。

最高检和省级检察院近三年自办公益诉讼案件 265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
室 20 日举办最高检厅长网络
访谈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
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在访谈中
介绍，公益诉讼检察制度全面
实施五周年，已经从开局起步
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 年 1月至 2022 年 12月，
最高检、省级检察院共自办案
件 265 件，其中最高检立案
12 件，各省级检察院立案 253
件，在办案质量、程序规范、
制度创新、治理效果等方面都
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一是创新了办案模式。最

高检和省级院自办公益诉讼案
件涉及公益损害问题范围广，
行政机关部门和层级较多，案
情复杂，大多会采用一体化办
案模式。这种办案模式不仅有
利于办案力量调配、办案资源
整合，更有助于实现各级检察
院职能优势互补、公益损害及
时有效修复，具有独特价值。
2022 年，最高检立案办理的
长江船舶污染公益诉讼案采取
最高检负责主案、沿江 11 省
市检察机关同步办理关联案件
的“1+N”模式，上下一体、
分层监督，推动部门协同、全

流域联动治理，成效初显。
　　二是发挥了引领作用。最
高检和省级院不少自办案件成
为了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指导
性案例或典型案例，这些案件
为总结公益诉讼检察司法实践
经验、统一办案标准和提炼法
律规则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其
他类似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的
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2022
年，最高检第 41 批指导性案
例首次采用“一批次一案例”
的形式发布万峰湖流域生态环
境受损公益诉讼案，在“以事
立案”“流域治理模式”等方

面都具有可参照适用的规则意
义，为上级检察机关直接办理
跨行政区划重大生态环境受损
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样本。
　　三是彰显了制度价值。最
高检和省级院针对疑难复杂或
影响较大的公益损害问题直接
立案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不仅
推动个案公益损害问题解决，
还关注领域内、行业内、区域
内普遍性问题，补齐社会治理
短板，促进系统治理和源头治
理。南四湖专案的办理推动了
流域边界污染、流域煤矿污染、
船舶和港口污染等一批“老大

难”问题得到了解决，明显改
善了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统
一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标准，
建立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长效
机制。黑龙江省检察院对全
省 139 个县 (市 )区千余居民
小区和相关企业二次供水安全
状况实地调查后，向省政府发
出检察建议，促使在全省开展
城镇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专项行
动，并促进填补地方性法规空
白。

中国两部门发布新规 强化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监管

　　中国证监会 17 日发布消
息称，近日，为强化重要货币
市场基金监管，中国证监会联
合中国央行发布《重要货币市
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下称
《暂行规定》)。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中国公募基金行
业快速发展，整体规模已超
27 万亿元 (人民币，下同 )，

投资者数量突破 7亿。货币市
场基金作为现金管理类的普惠
金融产品，具有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投资成本低等特点，
已成为公募基金的重要品种，
积极服务于居民财富管理。同
时，个别货币市场基金产品规
模较大或涉及投资者数量较
多，如发生风险易对金融市场
产生负面影响，应提出更为严

格审慎的监管要求。
　　据介绍，《暂行规定》共
五章二十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
定义及评估条件、标准、程序，
有效识别重要货币市场基金。
　　重要货币市场基金是指因
基金资产规模较大或投资者人
数较多、与其他金融机构或者
金融产品关联性较强，如发生

重大风险，可能对资本市场和
金融体系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
货币市场基金。满足规模大于
2000 亿元或者投资者数量大
于 5000 万个等条件的货币市
场基金，应纳入评估范围。证
监会对参评产品予以评估，确
定最终名单并予以公示。
　　二是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
金的特别监管要求，增强基金

管理人及产品抗风险能力。
　　《暂行规定》从经营理念、
风险管理、人员及系统配置、
投资比例、交易行为、规模控
制、申赎管理、销售行为、风
险准备金计提等方面，对重要
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托管人和销售机构提出了更为
严格审慎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