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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在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望海码头，渔民把鱼装车。
当日，云南·江川第十七届开渔系列活动暨高原湖泊水产品交易会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南岸开幕。本届开渔节

举办捕鱼比赛、文艺演出、渔人家宴、休闲垂钓等系列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25年1月13日。
新华社 发（梁志强 摄）

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 58人；今
年以来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近60万个；前11个月，全国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近9.2万起……

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减，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向基层延伸，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持续加力……2024年正风反腐工作不
松劲、不停步，自我革命始终利剑高悬。

“主动投案”成高频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和
去年同期相比，两项数据均有增长。

“数据的增长，直观反映出反腐败斗
争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反腐败效能的持续
提升，向社会传递了反腐败高压态势不会
改变的清晰信号。”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
新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彭新林认为，当前
反腐败工作清存量、遏增量的任务依然艰
巨繁重，要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
复杂的现实形势，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
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与此同时，“主动投案”成为高频词。
不久前，北京粮食集团原副总经理姜鹏举
在境外主动投案并被遣返回国。此前，还
有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发森，十
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
保铭等中管干部主动投案。

“主动投案是反腐败工作成效的直观
体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徐行认为，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中，不仅要
保持高压态势，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基层执
行力，推进权力透明化，加强对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党员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

制约，真正实现监督无死角、全覆盖。

惩治“蝇贪蚁腐”毫不手软

今年 4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
全国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集中整治，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
力量，严查“蝇贪蚁腐”，纠治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
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 59.6万个、处分 46.2万人，移送
检察机关1.5万人。

“‘蝇贪蚁腐’主要聚集在与老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执法
司法等重点领域，啃食的是人民群众最直
接、最关心的利益。”北京廉政建设研究基
地副主任宋伟认为，基层腐败治理的实际
成效，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也深刻影响着反腐败斗争全
局，必须加大惩治力度。

徐行认为，在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整治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构建多元监督
格局。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内部监
督，健全村务公开和责任公示机制，提升
治理透明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群众监
督、民主评议、媒体曝光等手段，确保社会
监督的深度介入，形成监督合力。

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不断加大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
（2023-2027年）》要求完善对行贿人的联
合惩戒机制，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进一步修改
完善行贿犯罪规定，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

力度；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强
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
联合惩戒机制……

党的二十大以来，一系列制度性举措
接连出台，向全社会持续释放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的强烈信号。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立案行贿人员 1.9万人，移送检
察机关2972人。

“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宋伟认为，行
贿人的围猎腐蚀已成为当前腐败增量仍
有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行贿行为不仅破
坏市场公平竞争、污染行业风气，也严重
腐蚀着干部队伍，必须深刻认识行贿问题
的政治危害，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才能
提高腐败综合治理效能。

彭新林认为，在健全对行贿人的联合
惩戒机制、完善行贿行为法律规制体系的
同时，也要坚决查处新型行贿和隐形行
贿。“白手套”型行贿、披上“合法外衣”型
行贿、受托理财型行贿、给予虚拟货币型
行贿等手段“花样频出”，应综合分析其表
现形式和演变趋势，增强发现和打击能
力，让其无所遁形。

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前
11个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近 9.2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近 13.5
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约8.6万人。

与此同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工作继续深入推进。今年以来，中央层面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
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分 3批公开通报
了9起典型案例，持续强化警示震慑。

“与奢靡之风、享乐主义相比，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复杂性、隐蔽性和反复
性更为突出，纠治难度也更大。”徐行认
为，上下齐心共治，是纠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的关键路径，上级部门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导向推动政策调整，基层干部真
抓实干，才能共同推动作风转变，优化治
理效能。

彭新林认为，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要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把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领导
干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
内容，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头雁效
应”，才能以“关键少数”撬动“绝大多数”。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治理

中国建设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章
更生，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
记、总经理寇伟，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委、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原副主任苟仲文……

过去一年，在金融、能源、烟草、医药、
体育、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一批腐
败分子被严厉查处，释放出深化整治重点
领域腐败问题的强烈信号。

“深化重点领域反腐，既有‘变’也有
‘不变’。‘不变’的是高压态势、‘零容忍’
态度，‘变’的则是反腐败范围的扩展和治
理方式的创新。”徐行表示，从范围上看，
重点领域反腐败进一步从传统领域向体
育等新领域扩展；从治理方式上看，完善
法律制度、堵塞监管漏洞、优化金融与行
政监督机制等手段的丰富，进一步实现了
腐败风险的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腐败的治理效能。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少龙 李雄鹰 白佳丽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2024年中国正风反腐“成绩单”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新华社体
育部评出2024年中国十佳运动员如下（按
姓名首字笔画排序）：

1、马龙（男，36岁，乒乓球）
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

中，国乒男队队长马龙率队 3∶0战胜瑞典
队夺冠，同时个人收获第六枚奥运金牌，
成为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中国选手。巴
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马龙和花样游泳运动
员冯雨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10月
30日，马龙获 2024年国家和地区奥委会
协会杰出运动生涯奖。

2、中国艺术体操队
在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

赛中，中国艺术体操队以 69.800分获胜，
赢得队史上首枚奥运金牌。

3、邓雅文（女，19岁，小轮车）
在巴黎奥运会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

园赛决赛中，邓雅文以 92.60 分获得冠
军。这也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首枚奥
运金牌。

4、邓智瑄（女，15岁，武术）
在第四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中，当时

14岁的邓智瑄获得女子简化32式太极剑
和武式太极拳（46式）两项冠军，成为中国
队最年轻的世锦赛双冠得主。

5、全红婵（女，17岁，跳水）
在多哈游泳世锦赛跳水比赛中，全红

婵获女子10米台冠军，并和陈芋汐夺得女
双10米台金牌；巴黎奥运会上她同样获得
这两个项目的冠军，成为中国队奥运史上
最年轻的三金得主。

6、杨家玉（女，28岁，田径）
在巴黎奥运会田径女子 20公里竞走

决赛中，杨家玉以1小时25分54秒夺得冠
军，成为集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全运
会冠军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7、郑钦文（女，22岁，网球）
在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中，郑钦

文夺得金牌，成为首个夺得奥运网球单打
冠军的亚洲球员。她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
赛收获亚军，创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她
还先后获得武汉网球公开赛和女子网球选
手协会（WTA）年终总决赛亚军。在WTA
年终评选中，郑钦文获2024赛季最受球迷
欢迎单打球员奖和250赛最佳时刻奖。

8、盛李豪（男，20岁，射击）
在巴黎奥运会射击 10米气步枪混合

团体项目中，盛李豪与黄雨婷摘得本届奥
运会首枚金牌。在男子 10米气步枪决赛
中，盛李豪以252.2环夺冠，拿到个人本届
奥运会第二金。

9、蒋裕燕（女，20岁，残疾人游泳）
在巴黎残奥会游泳项目中，蒋裕燕获

得 7枚金牌、刷新两项世界纪录和三项残
奥会纪录；闭幕式上，蒋裕燕和男子田径
运动员邸东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

10、潘展乐（男，20岁，游泳）
在多哈游泳世锦赛中，潘展乐摘得 4

枚金牌，并在男子 4×100米自由泳接力中
打破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巴黎奥运会
上，除获得男子 100米自由泳金牌并打破
个人保持的世界纪录外，他还与队友获得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

新华社体育部评出2024年中国十佳运动员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 董瑞丰）网络
上流传的一些“抑郁症患病率”，数据为何差异巨
大？心理健康专家 25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有关调查应按
科学规范的方式来开展。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介绍，网络
上有些调查没有区分情绪、状态、症状、疾病，公布的

“抑郁检出率”其实并不是抑郁症，而是常见的负性
情绪，可能与压力过大、长期熬夜、内分泌失调等有
关。抑郁症需要专科医生依据诊断标准进行综合、
专业的判断。

谢斌表示，流行病学调查应当严格对人群进行
有代表性抽样，但部分网络上收集的数据，来源是已
经自觉有症状、期望寻求帮助的人群。这样的结果
是否可信，还要进一步分析判断。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主任黄薛冰
介绍，由于外在压力、生活环境变化、社会节奏加
快以及个人感受不同，人们出现一些焦虑、抑郁
的情绪很正常，可以通过自我调适、家庭支持等
得到缓解。部分症状严重一点的，可以寻求朋
友、社区、医疗机构等提供心理支持或疏导。

少数人的心理问题程度较重且持续时间较长，
如不及时有效干预，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精神障碍。
黄薛冰表示，即使患了精神障碍，其中大部分患者经
过规范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甚至治愈。不过，患
者症状好转之后不能随意停药或调整药物用量，务
必遵医嘱用药。

抑郁症高发？

专家表示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

新华社北京12月 25日电（记者 申
铖 王雨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 25日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我国第一大税
种增值税有了专门法律，税收立法再进
一程。

今年前 11个月，国内增值税收入为
61237 亿 元 ，约 占 全 国 税 收 收 入 的
37.8%。“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是
全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纳税人

覆盖绝大部分经营主体，与社会大众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
长李旭红表示。

2022年 12月和 2023年 8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增值税法草案进行了两次审
议。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增值税法草
案三审稿规范立法授权，对有关内容改由
在法律中直接作出规定，或者经清理规范
后纳入税收优惠范围；完善税收优惠相关
规定；做好与关税法等有关法律的衔接。

此次通过的增值税法共 6章，包括总
则、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征收管理、
附则。

李旭红表示，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了一系列关于增值税
的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增值税制度。“增值
税法此次通过，巩固了近年来增值税改革
成效，有利于增强税制确定性，有利于稳
定预期、提振信心，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的一项重要成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落实
税收法定原则。随着增值税法制定出台，
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税种制定
了法律，涵盖了绝大部分的税收收入。

“增值税法的出台，是落实税收法
定原则的重要一步。”李旭红说，加快税
收立法步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日前召开的政协第
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于2025
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还决定，2025年3月1
日至 2日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为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作准备。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日
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2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四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四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2025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决定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议程是：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审查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5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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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将于2025年3月5日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 孙少龙）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5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
11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83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38961人（包括 2名省部
级干部、98 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7996人。

根据通报，今年 11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1374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832人。其
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
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 12240起，批评
教育和处理17854人。

根据通报，今年 11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问题1458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9129人。其
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7448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 2139起，违规吃喝
问题3330起。

11月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8327起

新华社北京12月25
日电（记者 黄玥）“幸福
家·家庭教育服务园地”
25 日正式上线。这是全
国妇联统筹中国家庭教
育学会、腾讯公司等共同
打造的家庭教育在线服
务平台。

平台设有家庭教育
咨询助手、全生命周期陪
伴学习、志愿者帮助答疑
解惑、直播讲座和游戏管
控等家庭支持服务四个
功能版块，为广大家长
提供权威、专业、及时的
全方位家庭教育支持。
目前已在“全国妇联女
性之声”微信公众号和

“腾讯未成年人家长服
务平台”微信小程序设
置平台入口。

全国妇联党组书记、
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表示，家庭教育在线服

务平台坚持需求导向、服务为本、
共建共享原则，探索把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送进家门、送到身边的新路
径，打造家庭教育优质资源库、数
字好帮手、协同加油站，促进家家
幸福安康。

家
庭
教
育
在
线
服
务
平
台
正
式
上
线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董瑞丰）有心
理困扰、情绪问题，想咨询心理健康知识，以后可以
拨打“12356”。

记者25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12356”作为
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近期有望投入运
行。到2025年5月1日0时前，各地现有心理援助热线
将与“12356”连接，实现一个号码接通心理援助热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当天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快推广“12356”热线，指导各
地与已有热线做好平稳过渡。同时，依托“12356”热
线，进一步扩大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供给，提高公众对
心理健康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心理援助热线是向公众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
咨询、心理疏导、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的重要途径。
各地目前存在多条心理援助热线，但号码类型多样、
运行主体不一、公众知晓率不高。

邢若齐表示，“12356”热线投入使用后，各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将根据需要及时增设坐席数量，加
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配备，提高接听率和服务质量。

“12356”将成为全国统一
心理援助热线

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有了专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