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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增“母亲健康快车”奔赴甘肃西藏等17省份

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中管干部54人、厅局级干部2480人、县处级干部2万人；1月至10月，全国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9721起，批评教育114238人，其中包括7名省部级干部、589名地厅级干部……

回眸2023年，正风肃纪反腐工作保持高压态势，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推动从个案清除、重点惩治向系统整治、
全域治理提升转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

感冒症状为何会在夜间加重?

A【前三季度立案47万件 惩治腐败保持高压态势】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128.3万
件，立案47万件；和2022年同期
相比，两项数据都有所增长。

“处置问题线索数、立案数
保持高位，向全社会释放出反腐
惩恶一严到底、一刻不停歇的清
晰信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彭新林认为，今年以来，惩
治腐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腐败
增量遏制更加有力，腐败存量清
除卓有成效，“不敢腐”的强大震
慑充分显现。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
体推进，‘不敢’是前提。”清华大
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伟表示，如果没有严厉的惩
治，教育、监督、制度等就无法

“长牙”“带电”，立案中管干部、
厅局级干部等数据也充分说明，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紧盯“关
键少数”开展监督检查和审查调
查，推动腐败治理效能不断提
升。

B【除“硕鼠”挖“蛀虫”重点领域反腐深入推进】

“中国工商银行原党委委员、
副行长张红力接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的“一句话”新闻，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该网站今年已公开发
布40 多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
查的消息，其中不乏金融、粮食
购销等领域的高官。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
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金融、国
企、政法、粮食购销、医疗等重点
领域关乎国计民生，且政策支持
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腐
败问题易发多发。反腐高压之
下，仍有人不收敛不收手，要毫
不手软、重拳出击，持续深化重
点领域腐败治理。

“以金融领域为例，该领域

专业度高、隐蔽性强，行为人社
会关系复杂、反侦查能力强，是
新型腐败、隐形腐败的集中地、
多发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磊表示，金融腐败背后潜
藏着金融风险，严重威胁国家金
融安全，多名金融领域高官落
马，释放出的正是坚决清除金融
领域“内鬼”、持续深化金融领域
反腐败工作的强烈信号。

D 前三季度立案行贿人员1.2万人
继续推动受贿行贿一起查【 】

今年 7 月 22 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通报 2023 年上半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情况。一个变化引人
注目——增加了立案行贿人员
的相关数据。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今
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立案行贿人员1.2万人，移送检
察机关2365 人，其中仅第三季
度就向检察机关移送行贿人员
964人，形成了有力震慑。

宋伟认为，这些数据充分
体现了今年以来受贿行贿一起
查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今年3月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最高检联合发布行贿犯罪典型

案例，7月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刑法修正
案（十二）草案中拟对一些严重
行贿情形加大刑事追责力度
等，都充分体现了严打行贿行
为的决心。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理念
已深入人心，但实际操作中仍
存在‘重受贿、轻行贿’‘重调
查、轻处置’等问题。”庄德水表
示，在保持高压震慑、持续打击
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查办案件
和追赃挽损一体推进，同时强
化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健全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不断压
缩围猎者的生存空间。

C 【前10个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近8万起】

今年1月至10月，全国共查
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79721 起；批评教育 114238 人，
其中包括 7 名省部级干部、589
名地厅级干部；党纪政务处分
80096人。到今年11月，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已连续122个月公布
月报数据。

从查处问题类型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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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查处问题数最多，达29608起，
约占总问题数的37.1％。

“作风和腐败问题同根同
源、互为表里，不正之风滋生腐
败问题，腐败问题又会助长和加
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
问题。”彭新林表示，作风问题要
标本兼治，法规制度至关重要，
要查找制度短板、完善配套措
施，纠树并举、破立并进，持续加
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巩固作风
建设成果。

张磊认为，不担当、不作为、
乱作为、假作为等现象，是党员
干部慵懒怠政的典型表现，虽然
和通常认为的腐败问题表现不
同，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同样恶劣。同时，这类问题往往
因隐蔽性、复杂性较强而屡禁不
止，从而严重影响党中央决策部
署的落地落实。要持续加强惩
治力度、强化思想建设、完善体
制机制，从根本上铲除此类问题
滋生的土壤。

E 公开现任或原任村书记、村主任立案人数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都江镇坝辉村原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杨胜义私设‘小金
库’、套取项目资金并私分，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按程序免除
村委会主任职务……”

近期，贵州省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通报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
村干部特别是“一肩挑”人员典
型案例，折射出整治发生在群众
身边腐败问题的鲜明态度。

村干部面临的廉洁风险不
容忽视。在今年 7 月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通报的上半年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情况中，首次公开了现任或
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立案人数。
今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现任或原任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4.6万
人，其中 7 月至 9 月立案 1.5 万
人。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是老百姓感知最强
烈、也最为痛恨的。”宋伟表示，
首次公开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立案人数，加
大村级基层腐败问题查处力
度，充分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党
正在不断向基层延伸，切实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海上一箭三星！
我国成功发射
试验二十四号C卫星

12月26日6时39分，我国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广东阳江附
近海域利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试验二十四号C卫星，三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试验二十四号C卫
星主要用于空间科学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503次飞行。

新华社照片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26日，由
中国建设银行向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捐赠的新一批 50 辆“母
亲健康快车”将启程奔赴甘肃、
西藏、新疆等17个省份，为当地

妇女儿童提供健康检查、疾病救
治、孕产妇卫生保健服务。

据了解，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于2003
年7月启动，项目内容主要包括
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咨询和

义诊、免费对妇女进行“两癌”检
查等，在提升基层妇幼健康服务
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项
目实施 20 年来，已向全国各地
捐赠“母亲健康快车”3100 多
辆，受益人次超过8200万。

《参考消息》日前刊登美国
《纽约时报》网站文章《咳嗽、发
烧、流鼻涕，为什么感冒症状在
夜间会加重》。报道摘要如下：

现在是伤风感冒的季节。
不管是咳嗽、发烧、头痛，还是流
鼻涕或鼻塞，人们可能会注意到
晚上病情会加重。有几个因素
是罪魁祸首，首先是人体的昼夜
节律。太阳落山时，它会告诉你
的大脑要睡觉休息了，同时刺激
某些免疫细胞变得更加活跃。
某些激素，如皮质醇，也遵循昼
夜节律。皮质醇水平在早上最
高，有助于在白天抑制炎症，缓

解各种症状。随着皮质醇水平
在晚上下降，症状可能会加重。
另一个可能使咳嗽和感冒症状
在晚上加重的因素叫作鼻后滴
漏，也就是当你躺下时，喉咙后
部开始有黏液集聚。

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
家庭医学专家胡安·奇里沃加·
乌尔塔多博士说：“在白天，黏液
的集聚不会造成困扰，因为行走
时重力会帮你排出黏液。”但到
了晚上，黏液就会聚集起来，触
发人体咳嗽和清理呼吸道的本
能。此外，卧室的环境条件，比
如空气干燥等，也会刺激呼吸

道。幸运的是，有几种家庭疗法
可以帮助改善夜间咳嗽和感冒
症状。多喝水，这可以让黏液处
于较稀的状态，并且可以在人躺
下后减少鼻后滴漏的状况。睡
前洗个热水澡、使用鼻腔生理盐
水喷雾或冲洗鼻子也能起到稀
释黏液的效果。也可以在晚上
在房间使用加湿器来保持湿
润。睡觉时多放几个枕头垫高
头部，也可以帮助排出黏液。还
有一个办法就是服用止咳药水
或蜂蜜，它们有助于防止喉咙发
干和发炎。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