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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之势健全公正执法
司法体制机制

“您好，我过来换驾驶证，但身
份证忘带了。”

“没关系，这边刷脸就能办理。”
2024年12月初，在安徽省马鞍

山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公安业务窗
口，不到 20分钟，邰女士便办理完
了所有业务。“放在以前，一上午时
间可能都被耽误了。”她说。

百姓“身边小事”，改革“心头大
事”。

“高效办成一件事”公证事项范
围扩充至 31 类 84 项；超过 90%的
县市可以办理小型汽车登记业务；
赴港澳旅游“一签多行”“一周一行”
陆续实施……一系列公证、交管、出
入境便民利企改革措施，切实为群
众办事“减负”，让人民可知可感。

公安交管改革持续推进，累计
通过线上视频快处 1000 多万起轻
微交通事故；“法信法律基座大模
型”提高立案审查和阅卷效率，为公
众提供更为便捷、普惠的法律咨询
服务……一系列新技术应用，让政
法机关面貌一新，执法司法质效得
到明显提升。

9个方面45大项改革内容，200
余项具体改革任务……

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人民法院“六五改革纲要”，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
中，政法机关肩负重要使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
出明确部署，对健全公正执法司法
体制机制提出明确要求。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
的“牛鼻子”。政法机关近年来深入
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让审理者
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人民法院不断压实院庭长审判
监督职责，“法答网”上线以来累计
提问74万条、答疑67万条；最高人
民检察院印发条例明确，检察人员

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终身
负责……改革环环相扣，“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脚步更加坚定。

司法部、最高检深化审查起诉
阶段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
点；人民法院“交叉执行”改革更好
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公
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
法制度更加成熟完备，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根基更加坚实。

以法治之力护航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感谢检察机关为我们追回200
多万元的损失。”

2024年10月，面对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某企业负
责人由衷感慨。

在办理一起职务侵占案时，检
察机关协助这家企业挖出“蛀虫”，
并就企业管理漏洞提出检察建议。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政法机
关是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

立足政法职能，在深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上下功夫。

近年来，政法机关努力服务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动经营主体平等、市场竞争有序、
市场配置资源、政府监管到位、司法
维护公正。

明确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
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依法实行同责
同罪同罚；监督纠正违法“查扣冻”
企业财产、“小过重罚”“同案不同
罚”……政法机关努力保障各种所
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让企业家安心干事
创业。

“五个严禁”“八个不得”……
2025年伊始，国办发布严格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引发热议。司法
部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纠正违
法和不当行政行为2.4万件，有效规
范了一批行政不作为、程序违法、乱

罚款问题。
保护科技创新、释放市场活力，

政法机关拿出实招硬招。
人民法院加强对关键核心技

术、新兴产业、高端装备等领域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新能源汽车底盘”
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 6.4 亿余元创
下新高。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检察护企”
“检护民生”等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
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

公 安 机 关 纵 深 推 进“ 昆 仑
2024”“净风”等专项行动，集中侦
破一批利用“直播带货”“网购平台”
等渠道制假售假犯罪案件。

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
保护好蓝天碧水净土。

过去一年，最高法发布保护农
用地、严惩环评造假、惩治滥伐林木
典型案例；公安机关侦办破坏环境
资源保护犯罪案件4.8万起；最高检
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文，规范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
接，织牢生态环境“保护网”。

司法部发布的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白皮书（2024年）显示，截至2024
年6月，全国经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管
理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287家，
年均办理鉴定业务2.1万余件，为打
击环境违法犯罪提供有力证据支持。

以为民之心守护百姓生活
幸福安康

2024年 12月，浙江温州检察机
关对缅北果敢明家犯罪集团成员及
关联犯罪集团成员 39 人依法提起
公诉。

魔不胜道，邪不压正。明家犯
罪集团彻底覆灭，彰显政法机关彻
底铲除电诈“毒瘤”的坚定决心。

国泰民安，民之所盼。老百姓
痛恨厌恶什么，政法机关就全力打
击铲除什么。

攻克一批“骨头案”“钉子案”，
查处一批黑恶势力“保护伞”，推动
健全一批预防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
长效机制……中央政法委持续深入

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深化
源头治理，向社会持续释放“扫黑除
恶永远在路上”的强烈信号。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
全国共侦办涉黑案件121起，恶势力
犯罪案件1883起；破获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案件 1.7 万余起；侦破毒品案件
3.8万起，缴获各类毒品24.4吨，坚定
不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2024年岁末，余华英拐卖儿童上
诉案二审维持死刑原判。宣判那一
刻，余华英把头缩进了肩膀。网民点
赞“罪有应得，拍手称快”。

司法执法有力度更有温度，守护
百姓安居乐业。

中央政法委以县级为重点全力
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统筹司法
功能，切实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

向“天价彩礼”说“不”！最高法
施行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助力
移风易俗。

保护江河湖海，着眼衣食住行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10年来范围
不断拓展，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

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打击整治“黄
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工作，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呼声关切。

子女无理阻碍老年人自主管理
财产怎么办？机动车“炸街”等噪声
污染难题如何破解？“人药兽用”食品
药品安全问题如何整治？……“两
高”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
用，努力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
的良好社会效果。

国家安全部公布一批国家安全
领域典型案例，呼吁全社会提高国家
安全意识，共筑反间防谍钢铁长城。

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
治之势。

政法机关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
程政法工作现代化，推动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不断迈向更深层次、更
高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
强有力的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推进改革、维护稳定、护航发展……

政法机关回应百姓期盼更好维护公平正义
新华社记者 冯家顺 罗沙

政法工作直接关系百姓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
近年来，政法机关忠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要职责，持续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切实维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呼吸
道传染病流行态势如何？得了流感
怎么办？春运在即，医疗机构有哪
些针对性准备？……针对当前公众
关切的呼吸道疾病防治热点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 12 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进行回应。

一问：呼吸道疾病就诊有
没有“爆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副
司长高新强表示，监测显示，近期处
于流感相对高发期，但未超过上一
年流行季的水平。全国发热门诊、
急诊患者数量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
趋势，总体低于上一年同期水平，未
出现医疗资源明显紧张的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
院主任医师徐保平介绍，该院门诊
这个冬季没有出现病人超常增多的
现象。近两个月，内科门诊就诊量
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与
2019年的水平一致。

二问：我国呼吸道传染病
流行态势如何？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丽萍表
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呈现
多种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
态势，但均是已知病原体，未出现新
发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和就诊压
力不会高于上一年流行季。

王丽萍介绍，流感是当前引起
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就诊的主要疾
病。目前，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趋
势已经减缓，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
放假，预计本月中下旬流感活动水
平可能逐步下降。

三问：得了流感，什么情况
应及时就医？

王丽萍表示，流感一般1到2周
可以自愈，但如果出现持续高热，伴

有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改变、
严重呕吐和腹泻等重症倾向，患者
应及时就诊。

此外，孕妇、儿童、老年人以及
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属于高危人
群，感染流感以后容易引发重症，应
尽快就医治疗。

四问：“中招”了该怎么
用药？

徐保平表示，如果怀疑得了流
感，可及时到医院就诊，根据医生的
处方使用药物。早期使用抗病毒药
物可有效抑制病毒的复制和传播，
缩短流感病程，预防重症和并发症，
但不建议自己使用处方药。

徐保平说，呼吸道感染是儿童
的常见疾病，以病毒感染为主，多数
没有特效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是
对症治疗。常用药物包括退热药、
祛痰药和一些具有清热解毒作用的
中成药。

徐保平特别提醒，儿童应慎用
镇咳药。同时，要特别关注用药安
全，不能随意增加药物剂量，也不能
随意增加给药频次。

五问：流感相关药物供应
情况如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
孝洋介绍，工信部系统梳理了流感等
呼吸道疾病相关解热镇痛药物、抗生
素、中药、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等产能
产量情况，总体上供给充足、市场稳
定。其中，对磷酸奥司他韦、玛巴洛
沙韦等小分子抗病毒药物进行了重
点监测调度，并组织企业做好生产供
应和动态调配，保障群众用药需求。

据介绍，近一年来常用的呼吸
道疾病国产治疗药品没有出现过断
货情况，平台供应十分稳定。下一
步，工信部将密切跟踪呼吸道疾病
发展态势，加强生产监测和供需对

接，及时响应市场需求。

六问：流感+春运，医疗机
构有哪些准备？

春节前后，受人群大规模流动
等因素影响，流感的传播风险会相
对升高。

高新强介绍，目前相关重点药
品生产供应和库存总体正常，配送
率也在正常范围内。从各级医疗机
构反映来看，目前购药渠道通畅，重
点药品也按计划进行了储备。

高新强表示，各级医疗机构将
加强重点药品短缺情况报告，及时
核实并做好供需对接。同时，多措
并举保障基层医疗机构用药需求。

七问：孩子反复“感冒”，是
怎么回事？

有的孩子“感冒”刚好转，没多
久又出现发热等症状，会不会同时
感染了多种病原体？

徐保平表示，同时感染的情况
并不常见。多种病原体同时流行，
并不代表孩子会同时感染，多数情
况下以单一病原体感染为主。

不过，反复出现症状，可能是因
为孩子先后感染了不同的病原体。
徐保平介绍，比如一开始感染了鼻
病毒，之后又感染了流感病毒。这
个时候，孩子抵抗力的恢复可能需
要更长时间，应更注意防护。

八问：之前没接种流感疫
苗，现在来得及吗？

当前流感流行的优势株是甲型
H1N1亚型。国家流感中心的抗原
性分析显示，与流感疫苗株匹配度
良好，疫苗接种有效；耐药性分析结
果显示，对于抗病毒药物敏感，药物
治疗有效。

王丽萍表示，所有6月龄以上的
人群，只要没有疫苗接种禁忌，建议

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对于尚未接种
流感疫苗的人员，现在依然可以接
种。疫苗在整个流感流行季都具有保
护作用，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减轻发
病症状、减少并发症。

九问：久咳不愈，中医药有
什么办法？

急性呼吸道感染后，有些患者久
咳不愈。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介
绍，中医药解决咳嗽的问题，首先要
分清楚其是寒、是热还是燥。寒咳的
特点是咳嗽很频繁，咳的声音很重，
伴有咽痒，咳出清稀的痰或者白痰，
可用疏风散寒止咳的药物；热咳主要
是咳嗽频繁、喉咙干痛、咳黄痰，脸
色、舌苔偏红，可用清热化痰止咳药
物；燥咳表现为干咳，痰很少、很粘
等，可用润肺润燥的止咳药物。

张忠德介绍，还有一种特别的咳
嗽叫作风咳，特点是阵发性呛咳，风
一吹咳嗽就加重，没有痰或者很少的
痰，也有针对性治疗药物。

十问：多种病原体流行，如
何做好预防？

引起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常见病
原体，还包括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等，公众如何认识并预防？

王丽萍介绍，人偏肺病毒感染和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都属于自限性疾
病，感染后，主要出现发热、咳嗽、流
涕、鼻塞等呼吸道症状，大多数症状
可自行消失。对于儿童、老年人以及
免疫功能较弱的群体，可能会引起下
呼吸道感染。

王丽萍说，保持规律作息、均衡营
养、适度体育锻炼等可以增强抵抗病
毒的能力。同时，要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如勤洗手，遵守咳嗽礼仪，科学
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居室通风等。对
于冬季的北方地区，推荐午间时段开
窗通风。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当前呼吸道疾病防治十大热点问答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寒冷冬季，各类“取暖神器”广受欢迎。“新华视点”记者
调查发现，市场上的取暖产品价格相差悬殊，质量良莠不齐，
有的没有包装、说明书或3C标志。一些不合格的取暖产品，
潜藏触电、火灾、烫伤、爆炸等安全隐患。

质量良莠不齐，有的没有3C认证

随着气温下降，各类电取暖产品热销。记者注意到，市
场上在售的“取暖神器”品类繁多，很多“小太阳”“暖脚器”

“暖手宝”在电商平台上销量过万。
然而，有的同款产品价格相差悬殊。以“小太阳”为例，

该产品售价从十几元到300元不等。但社交平台上，有网友
吐槽称，低价买到的取暖设备是劣质产品、不靠谱。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室
内加热器、电热毯、电热垫等电取暖器具属于国家强制性认
证产品，需要带有3C认证标志。但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线下
商店售卖的取暖设备并不符合要求。

在山西太原一家取暖设备销售商店，记者分别以30元和
15元的价格购买了两款鸟笼形状的取暖器。产品均没有说
明书，看不到3C标志，笼子中间有两根电热管，拿到手里轻
飘飘的。

在另一家商店，记者拿起一个30多元的“小太阳”，发现
做工较为粗糙，仔细检查后也没有找到3C标志。询问商家
后，商家说：“便宜的就是这样，你想安全就买贵一点的，我们
也是从网上进货，出了问题我们管不了。”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系列标准规定，产品的额
定电压、额定输入功率、制造商、器具型号、防水等级等标志
应完整准确、持久耐用。

而记者网购的一款实木暖脚器，电商平台显示销量超10
万件。拆箱后，刺鼻味道明显，产品的木头部分有很多扎手
的毛刺，标志贴纸摇摇欲坠，相关信息不全。

记者还注意到，上述几款产品的电源软线都没有按相关
要求进行固定，可以轻易拉扯、晃动。

经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鉴定，这几款产品或缺少3C认
证标志，或标志、结构、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等不符合《家用
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系列标准规定，为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产品并非个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公布的
《北京市电子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告》显示，检出的
31批次不合格的家用电器中，包括电热毯、暖手器、电暖袋等。

不合格产品安全隐患大

一段时间以来，因取暖设备引发的安全事故不时发生。
2024年11月17日，陕西咸阳某村民睡觉时未关“小太阳”导
致起火，屋内家具均被烧毁；2024年 10月 8日，北京顺义某
小区居民未及时关闭卧室内电热毯电源，引发火灾。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也有上千条关于“取暖器产品安全”
的投诉。有网友投诉称，家中老人在给暖手宝充电时产品发
生自燃。前不久，有博主在网络平台上发视频称，家里的电
热水袋在充电时发生爆炸。

业内人士表示，不合格的取暖产品，安全隐患很大。以
电热毯为例，合格产品的发热丝内部有很多层材料，可以防止温度过高和短
路；而劣质产品只有一条发热丝，控制器也很简陋，保险丝、控温芯片都没有，
非常容易短路。

在山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高压技术室，专家对记者购买的“取暖神器”进
行了测试。结果显示，这些不合格产品的火灾、触电等隐患很大。

“鸟笼取暖器”仅仅加热了十几秒，产品中心温度就迅速达到150度以上；
纸巾接触到中心区域，2至3秒就着起了火。“这类产品如果在家里使用，稍有
不慎就可能着火。”山西省电力科学研究院高压技术室专责相海欣说。

在对“鸟笼取暖器”进行拆解后，专家发现其三极插头与产品内部实际的
电线不匹配——没有接地线，通电加热时有触电风险。

而实木暖脚器加热温度不稳定、发热面积小，产品表面铁丝网最中心的温
度可以达到90度以上，但边缘区域仅有20多度。相海欣说：“如果不小心碰
到最热的铁丝网部分，极有可能造成皮肤烫伤。”

专家还提到，生活中常见的暖手宝，如果质量不过关，也存在较高的触电
和爆炸风险。

山西省检验检测中心电子室副科长郭雪梅指着一款造型像毛绒玩具的暖
手宝说，这种不合格产品，采用电极式加热方式，缺少防爆装置，内部没有很好
的绝缘层。液体通过电极直接加热，加热过程中液体带电，不但容易发生触
电，也可能会爆炸，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

将暖手宝剪开后，记者看到，合格产品里面的液体很干净，不合格产品里
的液体十分浑浊。“不合格暖手宝由于电极直接加热液体，形成了铁锈融入水
中。”郭雪梅说。

根据《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系列标准，器具外壳的形状和装饰，不
应容易被孩子当作玩具。“外观看起来像毛绒玩具，可能误导孩子，增加发生事
故的可能性。”郭雪梅说。

消费者不要盲目追求低价

取暖关乎千家万户，电暖器具不仅要提供温暖，更要保证安全。近期，全
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电取暖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产品3C认证情况、排
查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核验产品标志、经营者资质等。

受访专家建议，强化电取暖产品质量安全源头端治理，督促生产单位严格
产品设计，严禁偷工减料，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防止不合格产
品流入市场。

“监管部门应持续对批发市场等重点场所进行监管，加强对电取暖产品的
质量监督抽查，对不合格产品及时采取召回等措施；多部门联合，严厉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山西启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超然说。

王超然建议，电商平台进一步完善商品和服务信息检查监控制度，加强对
商品信息的动态监测，确保产品信息真实、准确，及时下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
根据平台规则对相关店铺进行处罚。

郭雪梅说，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可以结合日常检查，加强向经营者宣传有关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法律法规，强化其合法经营意识；加大电取暖器使用
安全知识普及，提升消费者识假辨假能力；与电商平台合作，拓展投诉举报渠
道，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监督。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电暖产品时，要通过正规途径购买，
认真核对产品的3C标志等，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此外，要了解注意事项，严格
按照产品说明书正确使用。 （新华社太原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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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