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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
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在二十届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坚决打好反
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强
调“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
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成效有目共睹，但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反腐败斗
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
务仍然艰巨繁重。从近年来查办的案件看，腐败存
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在强力高压下仍
然有人胆大妄为，这说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仍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只有以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标本兼治、系统
施治，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形成
强有力的震慑，不断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

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要求既有坚决态度，
又有切实行动，找准反腐败斗争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在遏制增量、清除存量上见真章、求实效。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这一明确要求，着眼的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和指导性。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由
风及腐、风腐交织是一些违纪违法案件的共同点。
从电视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披露的情况看，一些
腐败分子正是从吃喝玩乐开始，和不法商人勾肩搭
背，最后发展成为权钱交易、利益共同体。不正之风
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往往是“四风”从量变转为
质变的结果。只有堵住每一个作风问题的“管涌”，
才能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

近年来，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一以贯之正风肃纪，成效是看得见的。面向未来，必
须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
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深化受贿行贿一
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丰富防治新型
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
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定能斩断
由风及腐链条，不断提升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治理效能。

再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这是持续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内在要求。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
反映最强烈。从强力整治“校园餐”管理问题，依法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
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到紧盯农村集体“三资”领域腐败问题，严
肃惩治一批“蝇贪蚁腐”，再到深入整顿医药领域乱象，严查靠医吃医、套
取医保资金等腐败问题……正是因为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
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群众身边延伸，有力维护了
群众利益。

我们党强力反腐，纠“四风”树新风，赢得了党心民心。“老虎”露头就
得打，“苍蝇”乱飞也要拍，大贪巨腐一个不放过，对“蝇贪蚁腐”同样“零容
忍”。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要求，各级党委特
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
化地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把纪检监察同对基层巡察结合起来、同各方
面监督统筹起来，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腐败一日不根除，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
的重大政治斗争，容不得半点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拿出自我革命的决心气
魄，驰而不息抓好反腐败斗争，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定能在新征
程上继续赢得历史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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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为体现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怀温暖，近
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
西藏划拨5000万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
等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
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
众转移安置、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灾

区党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到
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战在艰险处，做灾
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党委组织部
门要充分发挥动员和保障作用，注意在抗
震救灾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
传基层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为抗震

救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

付到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
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
困难的党员、群众，补助修缮因灾受损的
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5000万元用于西藏抗震救灾

（上接第1版）会议强调，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处在关键阶段，不能有丝毫
松懈。要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坚决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要继续开展
救援善后工作。要组织医疗专家会诊，全力救治受伤人员。要用心用情保
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统筹好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
冬。要加快灾后恢复重建，抓紧做好基础设施修复和废墟清理工作，尽快恢
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及时排查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做好权威信息发布。要进一步提高重点地区房屋、基础设施抗震
能力和地震灾害应对能力，做好各项应急准备。

会议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起政治责任，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协
同配合，各级干部要坚守一线、全力以赴，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

（上接第1版）开展涉企“挂案”清理专项
行动，累计促进新增纳税5000余万元；开
设企业控告申诉“绿色通道”，受理并办
结涉企民事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63
件……

一项项举措、一组组数据，见证了全
市检察机关“检察护企”的坚实脚步和实
际成效。

常态“暖企”、着力“安企”、用心“护
企”，秉持“每一个检察院、每一个检察
人、每一个案件都是营商环境”理念，聊
城检察机关突出打造以“赢（营）在聊城”
为主品牌，一院一策品牌保护“新矩阵”，
成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者、塑造者。

检护民生
法治阳光温暖每一颗心

让法治阳光温暖受伤心灵，用法治
力量守护民生福祉，故事《复婚》就是最
好的例证。

访谈现场，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第八
检察部主任刘晓晖讲述——

一次接访中，高唐县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退役军人老张和几名老乡一同给靳某
打工却被拖欠工资。多次讨要无果，老张
作为召集者，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垫
付了几名老乡的工资。随后，市、县两级
检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责，助力判决书上的
白纸黑字兑现成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全国人
大代表窦延丽告诉观众：“市检察院在办
案中发现老张与妻子因沟通不畅离婚，
一双儿女对美满的家庭充满渴望，为实
质性化解信访矛盾，主动找我开展心理
疏导。经过和检察干警的一次次努力，
成功化解了老张夫妻内心困扰，两人重
归于好，领证复婚。”

舞台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检察官娓
娓道来；舞台下，观众深深感动。

《“飞线”的隐患》讲述的是茌平区人
民检察院建立“建议提案+检察建议”衔
接转化机制，通过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整
治“飞线”难题的故事；

《落网的“帮凶”》讲述的是莘县人民
检察院通过4张银行卡揪出一个“跑分”
车队，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切断为信息网
络犯罪“输血供粮”链条的故事；

《虚假的“病友”》讲述的是东昌府区
人民检察院揭穿网络背后的“病友”骗
局，多举措维护患病弱势群体权益的故
事；

……
以“如我在诉”的情怀办好每一起小

案，是故事背后的真情告白。
聊城检察机关以“检护民生”行动为

载体，聚焦重点人群、重点领域、民生突
出问题，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实
现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
义。

今年以来，共受理相关案件1687件，
帮助群众挽回损失472万余元。其中，办
理侵害老年人、妇女等特定群体权益刑
事案件51件57人，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76件187人，市检察院获评“全国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办理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39件，金
融领域民事监督案件16件，食品药品领
域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9件。

除此之外，他们还以“检察+”的方式
不断提升“民生指数”——构建“检察+工
会”监督模式，实现检察监督和工会劳动
法律监督双向赋能；构建“府检联动”工
作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与行政
执法机关沟通联络，办理行刑反向衔接
案件391件，促进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闭
环衔接；深入开展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

“两河明珠”城市建设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等行动，办理环境资源类案件80件，搭建

“黄河保护公益‘传感’平台”做法入选聊
城市“法治为民十件实事”，等等。

像这样的温暖故事，还有很多！

检护乡村
法治种子遍撒沃野平畴

聊城是农业大市，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也面临

着诸多挑战。
“服务乡村振兴检察联络员制度”是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升乡村振兴服务效
能的“金字招牌”。该院深化服务乡村振
兴检察联络员制度，创新开展“检护乡
村”专项行动，推动“检护乡村”与“检察
护企”“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融合，配套出
台“检护乡村”措施二十条，推进平安乡
村、法治乡村建设，把更多更优检察服务
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心坎里，为走好平原
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贡献检察力量，
联络员工作被省检察院在全省推广。

两年来，聊城的服务乡村振兴检察
联络员队伍由 24 人发展到 194 人，联合
提供法律咨询805次，处理涉农意见线索
539条，办理消除生产生活安全隐患等案
件78件，化解矛盾纠纷297起，携手共护
社会稳定。

通过该制度，阳谷县人民检察院为
一起长达12年的追赔案画上句号，同时
构建拒执案件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东
阿县人民检察院开展“消除‘地膜白色污
染’，保护黄河生态”专项行动，推动形成
农用地膜污染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检察
联络员专门致电感谢；莘县人民检察院
依托“联络员+数字赋能”守护农村电商
新业态发展，获评省乡村振兴特别奉献
奖。

《一名检察官的十年驻村路》的故事
原型——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派驻第一书
记申长森在访谈中表示：“我就是一名党
和群众之间的联络员，从第一书记的责
任，到检察干警的担当，都要求我必须全
力做好这项工作。”2015年至今，申长森
十年五进弱村，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从“检护民生”到“检察护企”，成为服务
保障乡村振兴检察力量的“一个标杆、一
面旗帜”。

作为一名服务乡村振兴检察联络
员，东阿县大桥镇的郭金平从小在黄河
边长大，针对“载重货车禁行”的黄河大
桥逆行闯卡现象频发，与检察机关办案
团队深入现场，化身“吹哨人”，保护了家

乡，保护了黄河，他打心眼里感到自豪。
从访谈区回到故事现场——如水的

沙子在屏幕上流动，时而汇聚、时而分
离，时而如泪、时而如花，这是检察官王
克在讲述《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沙画背
景，法治副校长为留守儿童护航的故事
让人动容。

沙画最后所定格的《沿着法治的轨
道走向诗和远方》，就是日前在中学生中
热传、受众超过10万人次，被誉为“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的好教材”——聊城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富彬12月
4日受聘聊城一中法治副校长当日所上
的一堂法治课。自“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专项活动开展以来，聊城市412名检察人
员担任833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实现检
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全覆盖，为近百所
乡镇学校送去高质量法治课。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聊城检
察机关创新开展“检察为民办实事”志愿
服务送温暖活动，全市检察机关党支部
结对帮扶农村困难家庭106户，传递党委
政府温暖，5个党支部获评“市直结亲示
范党支部”；支持农民工起诉讨薪180余
万元，上门发放救助金224万余元。

“检察护企、检护民生、检护乡村，
‘护’的是民生福祉、‘守’的是初心使命、
‘筑’的是执政根基。只有把每一个检察
环节的涉企、涉民生、涉农案件打造成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高
质效‘检察产品’，才能让司法办案更契法
度、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真正实现人民群
众认可的公平正义。”贾富彬说。

首届“新时代聊城检察故事汇”，不
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一场精神的
洗礼。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聊城
检察机关在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上的积极作为，聊城检察干
警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使
命，更看到了法治力量在聊城大地上熠
熠生辉，新时代检察故事更好浸润人心，
汇聚成推动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能。

讲述检察好故事 传播法治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韩佳
诺 潘洁）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比上年上涨0.2%。

“总体来看，2024年全年物价总体保
持温和上涨态势。尤其是近段时间，核心
CPI持续回升，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降幅收窄。”国家发展改革
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说。

从 2024 年 12 月份数据来看，全国
CPI环比持平，同比上涨0.1%。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继续回升，同比上
涨0.4%，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具体看，12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0.5%。食品中，猪肉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12.5%和0.5%，涨幅均有回落；鲜果、牛肉、
羊肉、食用油和粮食价格降幅在1.3%至
13.8%之间。非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
同比上涨0.2%。

202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
购进价格均下降2.2%，降幅比上年分别收

窄0.8、1.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份，受部分行

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0.1%，同比下
降2.3%，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
点。

2024年CPI同比上涨0.2%

1月9日，受灾群众在
措布村卸载救灾物资。

日喀则市拉孜县拉
孜镇措布村处于定日县

“1·07”地震重灾区。地震
当天，村里群众就全部住
进防灾帐篷。1月9日，包
括帐篷、火炉、食品在内
的大量救灾物资抵达措
布村，由西藏自治区森林
消防总队派出的救援队
伍也抵达该村，协助派发
物资、搭建帐篷，保证受
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记者 邱星翔 周圆） 记者9日从西藏日喀则
定日县“1·07”地震受灾救援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9日6
时，地震受灾群众人数达6.15万名。

西藏定日县地震
受灾群众达6.15万名

1月9日，在江苏省兴化市文峰幼儿园，兴化市公安局交警给小朋友讲
解如何正确佩戴头盔。连日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警用装备展示体验、
警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宣传、警民互动等主题活动，迎接第五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 ■ 新华社发 周社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