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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在浙东淡水鱼
馆，一名儿童通过VR眼镜观
看鱼类的水下生活场景。

近日，浙江绍兴浙东淡水
鱼馆向公众开放。该馆位于
浙东运河文化园内，馆内展示
淡水鱼类、两栖类生物近 150
种，其中本地鱼类95种，体现
运河沿岸的生态多样性和渔
业文化。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记者任沁沁 熊丰）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局长王强27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公安机关已累计
发放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号牌1.6万
张，开放公共测试道路3.2万公里，
有力支撑自动驾驶技术验证和迭
代更新。

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汽车是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一大制高点。
目前，经过不断的技术积累和测试
发展，我国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汽车
产业正在有序推进。

积极配合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
推动道路测试。我国正在形成覆盖

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准入和上路通
行的自动驾驶汽车综合管理体系。
在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方面，2021
年7月，公安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联合发文，明确自动驾
驶汽车上路开展技术测试与示范应
用的主体、驾驶人及车辆，道路测试
与示范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
处理等要求。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
行方面，2023年11月，公安部与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规
定，对经过技术测试、具备量产条件
的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开展准入试
点。准入试点后纳入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按规
定购买保险、办理车辆注册登记，在

限定区域内开展上路通行试点。在
试点“车路云一体化”应用方面，公
安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
下发通知，针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和网络安全，细化完善了管理措施。

积极推动技术标准制定修订。
在自动驾驶汽车登记管理、身份认
证与安全、道路通行管理等方面，公
安部积极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运行
安全测试技术要求》等8项国家标
准、《智能网联汽车运行安全公共道
路测试场景要素及设置要求》等10
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的起草制定工
作。积极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自动驾驶
汽车技术标准体系。

公安机关已累计发放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号牌1.6万张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任沁沁 熊
丰）2014年以来，共有1.5亿农业转移人口平稳有
序进城落户，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4年
的35.9％提高到2023年的48.3％。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亓延军27日在国新办举
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了上述情况。他说，党的二十大以来，公安部进一
步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目前，东部地区除个别超特大城市，中
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首府）城市以外，全面放宽
放开了落户限制。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仇保利表示，公安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研究论证、采取有力举措，扎
实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更好助力城乡
融合发展。

仇保利说，下一步，公安部将指导各地在坚持
合法稳定就业或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基本条件
的基础上，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全面落实城区常
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
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积分
落户政策，更好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近年来，公安机关深入推进高频户政业务
“跨省通办”。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办理户籍类
证明“跨省通办”业务240万余笔，办理首次申领
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120万余张，办理居民身
份证换补领“跨省通办”4232余万张、省内跨地市
7362余万张。下一步，公安部将指导各地积极回
应群众新期待新要求，在全面实施户口迁移、居
民身份证、临时居民身份证“全国通办”基础上，
稳步推进居民身份证补换领等高频户政事项“全
程网办”，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记者杨湛菲）
记者27日从教育部获悉，修订后的义务教育道
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近期完成全部
编审程序，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
和初中起始年级使用，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

2022年3月，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育三
科统编教材修订工作。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
和修订组成员共200余人，包括来自高校、研
究机构、教研部门、中小学校的思政专家、学
科专家、课程专家、教研员和教师等。

教育部教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教
材修订加强整体设计，系统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要求，丰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学习内容，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法治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等相关重
大主题的学习，选材更加丰富，编排更加科
学，育人导向更加鲜明。

质量是教材的生命线。教材修订过程
中，教育部组织1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550多所学校、2000多名教师、10
万多名学生开展试教试用，组织500名中小学
骨干教师和教研员进行精细审读，全面检验
教材的适宜性。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会对修订
后的教材进行严格的初审、复审和多轮复核，
通过后报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全面把好政
治关、科学关和适宜关。

为做好教材使用工作，教育部近期已开
展骨干教研员国家级示范培训，各地8月底前
完成授课教师全员培训。同时，将持续开展
教材使用监测，及时了解教材使用情况，充分
听取社会意见，不断提高教材质量。

历时两年修订！

义务教育统编教材“焕新”在哪？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投入使用

此次修订“焕新”在哪？

“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系统有机
融入，使之成为凝聚整套教材的

‘魂’。”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表示。
时代气息扑面而来——道德与

法治教材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
果的学习；组织作家实地采风创作
的反映黄文秀事迹的《青春之光》等
成为新课文；历史教材呈现新时代
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体现学术研究新成果——注
重反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学
生们可在历史课本中“寻迹”良渚
古城、陶寺古城和牛河梁遗址等代
表性考古成果。

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增多——
采取系统融入、重点强化等方式，
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教育、法治教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等内容。
内容设计加强幼小衔接——

语文教材修订后降低了难度。优

先学习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

中常用的汉字；拼音教学时间比原

来增加1至2周，减缓了起始阶段

的学习坡度。

美术设计彰显巧思——对于封

面、版式设计和插图绘制，按照反映

学科特点、体现艺术水准、彰显中华

美学品味、符合大众审美习惯和生

活常识的标准进行了优化设计。

修订过程“严”在哪里？

据了解，教育部在2022年3月

启动三科统编教材修订工作，精选

编委会和修订组成员 200 余人。

修订过程中，组织18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50多所学

校、2000多名教师、10万多名学生

开展试教试用。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

员会对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了严格
的初审、复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
报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全面把好
政治关、科学关和适宜关。

如何确保“用”得稳定？

根据计划，义务教育三科统编
教材将在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
今年秋季学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
一年级使用；2025年，小学一、二、
三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使用；
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
部完成替换。

为做好教材使用工作，教育部
近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家级示
范培训，各地8月底前完成授课教
师全员培训。教材投入使用后，将
持续开展教材使用监测，组织编审
专家深入一线进行回访，听取社会
意见，提高教材质量。

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崭新的
教材、崭新的学期，等你开启。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 胡梦雪 徐壮

2014年以来1.5亿
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将在金秋九月“焕新”。
记者8月27日从教育部获悉，历时两年多修订，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近期完

成了全部编审程序。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选材更丰富，编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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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淡水鱼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