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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监察机关查处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76.8 万件、

处分 62.8万人，移送检察机关 2万人……

12 月 2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关

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

作情况的报告，一项项数据，折射惩治“微

腐败”的新成效。

“蝇贪蚁腐”的“微腐败”，看似是小问

题，但也会成为“大祸害”。相对于触目惊

心的“大老虎”，人民群众对眼前的“蝇贪

蚁腐”感受更真切。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国家监委在全

国部署开展集中整治，以超常规举措依法

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直接查办督

办重点案件 2633 件。

同时，国家监委还直抓中小学“校园

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 2 个

全国性专项整治，协同有关部门抓好整治

骗取套取社保基金等 15 件具体实事，派

出 8 个督导组推动系统上下全面发力，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

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是家长们最

牵挂的事。但一些不法人员竟然打起了

“校园餐”的主意，从孩子口中“夺食”，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

对此，国家监委督促有关部门首次摸

清全国中小学食堂及供餐情况等底数，指

导各级监察机关依法查处贪占学生餐费、

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 3.8 万件，

处分 2.3万人。

与此同时，国家监委还针对审计发现

问题督办 12 起典型案件，指导各地立案

查处 414 人，督促 66 个县整改挤占挪用营

养餐资金等问题。

一手强力查办案件，另一手也要推动

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国家监委会同教育

部、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等单位，制定

“校园餐”管理监督指导意见，推动完善膳

食经费管理等制度。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但有些不法分子

却将其视为“唐僧肉”，想尽办法捞油水。

针对农村集体“三资”领域腐败问题，

国家监委指导各级监察机关查处贪污侵占

集体资金、违规处置集体资产、资源监管流

于形式等问题 15.3万个，处分 13.2万人。

此外，国家监委还会同农业农村部门

督促整改低价合同、超期合同、“人情合

同”等 115.2 万份，整改管理不规范的工程

项目 3.3 万个，化解村级债务 62.6 亿元。

对集体“三资”规模较大、信访矛盾突出的

村居，部署县级监察机关提级监督。

深入整顿医药领域乱象 ，全国共立

案 5.2 万 人 ，处 分 4 万 人 ，移 送 检 察 机 关

2634 人；

严肃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国家监

委直接对内蒙古新井煤业露天煤矿坍塌、

江西新余临街店铺火灾等 6 起重特大事

故开展调查，对 337 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

其中中管干部 13人；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打伞破网”，深挖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9870 件，处

分 9514 人，移送检察机关 833人；

……

一组组数据，释放坚决惩治“蝇贪蚁

腐”的清晰信号，彰显坚决守护人民群众

利益的决心意志。

反腐惩恶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根据报告，国家监委已从今年 11 月

起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整治殡葬领域

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明年，还将部署开展

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

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更大整治

力度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新华社北京12月 22日电

从国家监委报告看惩治“微腐败”新成效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

整改问题金额超 5380 亿元——揭示

问题与审计整改双向发力，“经济体检”

“长牙带刺”。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 22

日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

议作《国务院关于 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的报告》。

这份新出炉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对于 2023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揭示

的问题，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通过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追回不当获利、强化受贿

行 贿 一 起 查 等 方 式 制 定 完 善 规 章 制 度

1300 多项、追责问责 2800 多人。

作为国家审计机关非常重要的两大

报告，年末的审计整改报告与年中的审计

工作报告“一一对应”，后者反映的问题都

能在前者里面找到整改“答案”。

比如，对于此前反映的征管不够严格

和制度漏洞造成税款流失问题，36 省市税

务部门通过追缴税费入库、将暂时难以征

收的纳入欠税管理台账等整改问题涉及

资金 296.02 亿元；对促进稳外贸政策落实

不够精准和严格问题，财政部督促商务部

正在修订《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对

腐败手段更加隐形翻新的问题，中国证监

会推进《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修订，提

升“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新型腐败发

现能力……

审计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表示，

按照立行立改、分阶段整改、持续整改三

种类型，审计署共向 122 个地方、部门和单

位印发整改通知和问题清单，提出整改要

求。总体来看，重大问题整改进展顺利，

解决了一些不利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

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问题。

2023 年度的审计整改有哪些变化？

——更加注重打好“组合拳”。近年

来的整改实践充分印证：解决审计发现的

问题，仅凭某一家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在纪检、组织、政法、国资、金融监管等部

门协同发力的基础上，今年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还将整改与党纪学习教育、中央巡

视紧密结合，通过采用纳入业绩和干部考

核、列入巡视巡察重点等硬招，逐项限时

推进整改。

——更加彰显权威高效要求。随着

查办力度和反馈时效明显提升，如今，审

计 查 出 的 问 题 大 部 分 当 年 就 能 整 改 到

位。整改报告显示，2023 年度审计工作报

告中要求立行立改的问题，整改率已达到

94%，比去年同期高出 2 个百分点，要求分

阶段整改的问题中 62%已完成整改，要求

持续整改的问题制定了时间表和线路图，

明确了具体责任单位和年度措施。

——更大力度监督重点领域。因关

乎孩子健康成长和教育均衡发展，2023 年

度审计揭示的农村学生营养餐问题广受

关注。整改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

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 40.39 亿

元，完善制度 248项，处理处分 1200 人。

其中，此前 66 县挪用的 19.51 亿元已

通过原渠道归还、支付拖欠补助等方式全

部整改完毕；121 县已处理处罚相关学校

负责人 237 名，解除与 147 家违规食材供

应商的合同等，追回资金或罚款等 4.2 亿

元；8 省已经追责问责徇私枉法的供餐监

管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等 384人。

林海告诉记者，6 部委已印发指导意

见，加强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

管理监督；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也联合

开展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

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确保每一分钱都

“吃”到学生嘴里。

与此同时，聚焦地方债务管理不够严

格的问题，24 个地区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

还、地方政府债券置换等整改问题涉及资金

89.41亿元；关于节庆展会论坛加重基层负

担的问题，21个部门和 17省市已整改问题

涉及资金 22.7亿元；在重大问题查办方面，

对审计移送的 310多件违纪违法问题，有关

部门和地方对涉案款物加紧追赃挽损，依规

依纪依法处理处分有关责任人……

改不到位难题如何破解？

当前，由于一些被审计单位存在畏难

情绪、过关心态，查出问题的综合性、复杂

性交织，贯通协同还有短板弱项，2023 年

度审计工作报告中反映的问题确有部分

尚未整改到位，也存在少数虚假整改、敷

衍整改、违规整改等问题。

林海表示，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已

作出后续安排，将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

对重要问题一盯到底；用好问责利器，坚

决惩处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做好

举一反三，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加强

监管。“下一步，审计署也将持续加强跟踪

督 促 检 查 ，推 动 整 改 合 规 到 位 、扎 实 有

效。”他说。

新华社北京12月 22日电

超5300亿元！年度审计整改不含糊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胡林果

新华社伦敦 12月 22日电（记者孙晓玲）英国

《金融时报》网站 22 日报道说，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团队正推动在特朗普就任首日让美国退出世界卫生

组织。

报道说，据特朗普团队成员透露，他们有意推动

特朗普在明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当天宣布美国退出

世卫组织。

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给

全球卫生带来“灾难性”影响。世卫组织将失去最大

的资金来源，从而削弱该机构应对像新冠疫情等公

共卫生危机的能力。

2020 年 7 月 6 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称美国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退出世卫组

织。此举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招致强烈批评。

2021 年拜登在就任美国总统首日宣布美国停止退

出世卫组织。

英国《金融时报》：

特朗普就任首日将宣布
美 国 退 出 世 卫 组 织新华社华盛顿/巴拿马城 12月 21

日电（记者邓仙来、陈昊佺）美国当选

总统特朗普 21 日说，巴拿马运河是“美

国重要国家资产”，威胁美国将“收回”

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学者批评特朗普

此番言论“荒谬至极”。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

起着关键作用，被认为是美国重要国

家资产”，“一个安全的巴拿马运河对

美国的商业和海军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的快速部署至关重要，大大缩短了到

美国港口的航行时间”，“美国是巴拿

马运河的头号用户，超过 70%的过境货

物驶往或来自美国港口”。

特朗普声称，美国为修建巴拿马运

河“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富代价”，运河

后被“愚蠢地”交给巴拿马管理，但这不

是“让巴拿马去向美国、美国海军和与

美 国 做 生 意 的 公 司 收 取 高 昂 的 通 行

费”。美国海军和商业被不公平对待，

巴拿马收取的费用是“荒谬的”，特别是

考虑到“美国对巴拿马的极大慷慨”，这

种对美国的“敲诈”应立即停止，否则

“我们将要求巴拿马运河完全归还给美

国”，“巴拿马官员，请遵照指示！”

巴拿马大学运河和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琼斯·库珀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巴拿马是巴拿马运河的正

当主人，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说

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荒谬至极”。

占领巴拿马运河期间，美国获利巨大，

而巴拿马获得的利益却微乎其微。

巴拿马国际关系学者胡里奥·姚对

特朗普上述言论“感到震惊”，称其“傲

慢、自负且充满威胁”，是美国“大棒”政

策的最新例证。胡里奥·姚强调，巴拿马

运河的控制权绝不能再回到美国手中。

特朗普 2011 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时 称 ，美 国 归 还 巴 拿 马 运 河 是“ 愚 蠢

的”。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市议会

同年通过决议，宣布特朗普为“不受欢

迎的人”。

1903 年，美国通过支持巴拿马独

立，与巴拿马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

取得开凿运河和“永久使用、占领及控

制”运河和运河区的权利。为废除不平

等条约和收回运河区的主权，巴拿马人

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7年，美

国与巴拿马签订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

和《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经营的

条约》。根据条约，1999年12月31日起，

巴拿马将全部收回运河的管理和防务

权，驻在运河区的美军将全部撤出。

特朗普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
巴学者批“荒谬至极”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2 日宣

布，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残

联共同举办的 2025 年就业援助月专

项活动，于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次活动以“就业帮扶 真情

相助”为主题，集中帮扶就业困难人

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登记失业人员

等就业创业。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

摸排走访，组织全面联系对接，建立

重点帮扶对象清单，确保人员底数

清、就业状态清、就业意愿清、服务需

求清。

这位负责人表示，各地要收集一

批适合岗位，动员企业设立低门槛、

有保障的爱心岗位，依托基层平台归

集适合大龄劳动者的岗位，鼓励各类

用人单位开发适合残疾人的远程客

服、数据输入、操作组装等就业岗位。

活动要求实施精准帮扶，为服务

对象开展个性化职业指导，针对不同

情况不同需求分类提供援助。就业

援助月期间，各地将举办一系列专场

招聘，制定分行业、分岗位、分地区的

招聘计划安排并向社会公布。

据了解，活动期间，各地还将推

动一批政策落实，围绕“两优惠”“三

补贴”开展政策宣讲，更好支持服务

对象到企业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

业；强化一揽子兜底保障，统筹用好

各类公益性岗位，按规定兑现失业保

险待遇，为基本生活出现暂时性困难

的服务对象实施临时救助。

2025年就业援助月活动在全国启动

外交部公布关于对加拿大机构
及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 外交

部公布关于对加拿大机构及人员采

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全文如下：

关于对加拿大机构及人员采取

反制措施的决定

（2024 年 12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令第 15 号公布，自 2024

年 12月 21日起施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

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

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中方决定

对以下加拿大机构及人员（详见后附

反制清单）采取反制措施：

一、对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导

项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冻结在

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

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

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二、对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导

项目”、“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相关人

员，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

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

织、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

作等活动；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

本决定自 2024 年 12 月 21 日起

施行。

附件：反制清单

外交部

2024年 12月 21日

反制清单

一、机构（共 2家）

（一）加拿大“维吾尔人权倡导

项 目 ”（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

（二）加拿大“加拿大西藏委员

会”（Canada-Tibet Committee）

二、机构人员（共计 20人）

（一）“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相

关人员，包括执行主任穆罕默德·土

赫提（Mehmet Tohti），政策及宣传主

任贾丝明·凯因特（Jasmine Kainth），

法律顾问戴维·马塔斯（David Ma-

tas）、萨拉·泰什（Sarah Teich）、约翰·

帕克（John Packer）、克莱夫·安斯利

（Clive Ansley）、约纳·戴蒙德（Yonah

Diamond）、贾 丝 廷·柏 纳 茨（Justine

Bernatchez）、林 登·达 莱 斯（Linden

Dales），政 策 顾 问 查 尔 斯·伯 顿

（Charles Burton）、玛 格 丽 特·麦 凯

格·约 翰 斯 顿（Margarett Mccuaig

Johnston）、马 库 斯·科 尔 加（Marcus

Kolga）、斯科特·西蒙（Scott Simon），

研究顾问康纳·希利（Conor Healy）、

杰 弗 里·阿 哈 龙（Geoffrey Aharon）

等，共 15人

（二）“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相关

人员，包括主席桑佩·拉隆巴（Sam-

phe Lhalungpa），副主席路易莎·杜兰

特（Luisa Durante），执 行 董 事 谢 拉

普·特 钦（Sherap Therchin），董 事 艾

丽莎·冯·拜尔（Eliza von Baeyer），社

区活动经理永东丹增（Youngdoung

Tenzin）等，共 5人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记

者王立彬）目前，黑龙江、内蒙古、河

南、吉林、新疆等 5 省区合计耕地面

积接近全国耕地面积的 4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

次会议 22 日审议的国务院关于耕地

保 护 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 介 绍 ，根 据

2023 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

全国耕地面积 19.29 亿亩。黑龙江、

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的耕地面积

均超过 1亿亩。

报告指出，2023 年末全国耕地

面积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时相比，

耕地总量增加 1120.4 万亩。从布局

变化看，持续多年的耕地“南减北增”

开始转为“南北双增”，秦岭淮河以南

地区耕地净增加 210.5 万亩。通过优

化耕地布局，落实党中央关于主产

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

端、责任一起扛的要求，南方省份稳

妥有序恢复一部分流失的优质耕地，

减轻北方省份水资源和生态压力，遏

制“北粮南运”加剧势头。

从坡度变化看，园林地“上山”、

耕地“下山”趋势初步呈现，全国坡度

25 度以上的坡耕地净减少 132.19 万

亩（不含梯田），2 度以下耕地净增加

714.7万亩。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力推动支

持下，目前我国耕地保护法律体系逐

步健全。修订实施土地管理法及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耕地利

用优先序，增加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

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等法律

规定；颁布实施黑土地保护法、粮食

安全保障法，颁布土壤污染防治法，

保障“吃得放心”；加快推进耕地保护

和质量提升法立法进程。

报告也指出，目前我国耕地空间

分布格局还需优化。北方地区相对

缺水，过度耕种给水资源利用和生态

保护带来新的挑战。

我国北方5省区拥有全国近四成耕地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记者

申铖）2019 年至 2023 年，全国财政

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领域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30536.05 亿元(不含 2023 年

增发国债资金)，年均增长 8.85%，比

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高

5.3个百分点。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

安 22 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国

务院关于财政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

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时介绍

了上述情况。

报告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科

学研究支持全面加强防灾减灾及应

急管理的财政政策，健全财政资金管

理体制机制，持续提升资金分配使用

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有力推

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

央和地方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为防灾

减 灾 和 应 急 管 理 提 供 坚 实 财 力 支

撑。科学把握应急管理工作规律，持

续强化全过程保障。

根据报告，2024 年，中央财政防

灾 减 灾 及 应 急 管 理 资 金 预 算 安 排

3343.15 亿元，有力保障了重点项目

支出。

蓝佛安表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2023 年中央财政增发 1 万亿元国

债资金，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

灾减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自然

灾害抵御能力。1 万亿元增发国债

资金已于 2024 年春节前全部下达，

全部项目已于 2024 年 6 月底前开工，

正在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截至 2024

年 10月底累计支出 5329 亿元。

针对下一步工作措施，报告指

出，将科学处理好“统”与“分”、“防”

与“救”之间的辩证关系，健全财政制

度政策，优化资金投入模式，科学精

准管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持

续完善财政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资

金政策体系。

5年超3万亿元！

财政加力支持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

12 月 18 日 拍

摄的洋山港（无人

机照片）。

12 月 22 日，上

海 港 2024 年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突 破

5000 万标箱，成为

全 球 首 个 突 破

5000 万 大 关 的 集

装箱码头。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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