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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战线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

绝对领导，忠诚履职、担当作为，以政法

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坚强安全保障。”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1 月 13 日至 14

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全国政法战线引

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

局高度，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政法工作

的历史使命和重点任务，为政法战线接

续奋进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实际行动，不断

书写新时代政法事业新篇章。

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以来，政法战线

各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取得了新的

成效。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信心满

满。”现场聆听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山西省委政法委主持日常工

作的副书记苗伟倍感振奋，“我们要坚

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着力在维护国

家 安 全 和 社 会 稳 定 、促 进 社 会 公 平 正

义、服务高质量发展上下更大功夫，取

得更大实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安

全，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国家安全机关干警一致表示，将牢

牢把握国家安全机关政治属性，面对严

峻复杂斗争形势，清醒认识世情、国情，

时刻保持枕戈待旦、箭在弦上的备战状

态，筑牢国家安全钢铁长城。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不断提升矛盾

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充分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

的事情。

近 年 来 ，江 西 南 昌 公 安 机 关 建 立

“娘舅调解室”“村民理事会”等调解品

牌，2023 年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7.7

万余起。南昌市公安局局长陈鹏辉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我们将牢记总

书记嘱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健

全完善矛盾纠纷化解全流程闭环管理

机制，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合理

诉求解决好、智慧力量凝聚好，坚决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

公 平 正 义 是 政 法 工 作 的 生 命 线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保障和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们将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基

本价值追求，强化刑事诉讼监督和检察

权运行制约监督，以检察工作现代化融

入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罗庆东说。

2023 年，司法部审查完成 51 件立法

项目，同比增长 96.2%，行政立法工作取

得了新成效。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

顾廷海说：“我们将继续把好立法审查

关，提高立法质效，加强法规规章备案

审 查 ，强 化 行 政 规 范 性 文 件 合 法 性 审

核，统筹立改废释，坚决维护国家法治

统一。”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

的“牛鼻子”。河南郑州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代院长郭晓堃表示：“我们一定

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

责任制，建立科学精准的审判管理机制

和司法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确保权责统

一，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

负责’。”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

量发展，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

对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依法治区

办秘书处负责人王向东感触颇深。他

表示，内蒙古近年来出台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意见和依法加强产权保护多

项措施，接下来要持续发力，推动法治

化营商环境再优化，不断激活经营主体

活力，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打最硬的铁，须是铁打的人。推动

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一支过

硬的队伍。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锻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注入了强

大力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管

彦杰说，“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为

锻造‘四个铁一般’过硬队伍、培养政法

事业可靠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 熊

丰 罗沙 白阳 刘硕 冯家顺 齐琪）

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政法战线接续奋进指明方向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 者 李恒 顾天

成）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新

闻 发 言 人 、宣 传 司 副 司

长 米 锋 14 日 表 示 ，当 前

呼 吸 道 疾 病 仍 以 流 感 为

主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医 疗 服 务 总

体 平 稳 有 序 。

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当 天 举 办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米 锋 介 绍 ，随 着 寒 假

和春节假期临近，人群大

规 模 流 动 和 聚 集 可 能 加

速呼吸道疾病传播。

米锋表示，要做好监

测预警，加强重点场所管

理 和 重 点 环 节 防 控 。 及

时 向 老 年 人 、孕 产 妇 、儿

童、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

等 重 点 人 群 提 供 健 康 咨

询 和 转 诊 指 导 等 服 务 ，并 为 他 们

接种疫苗提供便利条件。要积极

调配医疗资源，优化就诊流程，保

障医疗用品供应。

米锋提醒，元旦假期以来，南

北互跨旅游火爆出圈。旅途中要

继续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

习惯，出现呼吸道症状及时鉴别、

及时就诊。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记

者 顾天成 李恒）中国疾控中心病

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

14 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近期多渠道监测系统数

据显示，元旦假期后全国新冠疫情

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哨点医院

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保持在 1%以

下，新冠病毒 JN.1 变异株占比呈现

上升趋势。

“专家研判认为，近期我国将

继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交替或

共 同 流 行 态 势 ，短 期 内 仍 将 以 流

感 病 毒 为 主 。”王 大 燕 表 示 ，受 国

外 新 冠 病 毒 JN.1 变 异 株 持 续 输

入 、国 内 流 感 活 动 逐 渐 减 弱 等 多

因 素 影 响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疫 情 可

能 在 本 月 出 现 回 升 ，新 冠 病 毒

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我

国优势流行株。

专家建议，高风险人群要做好

个人防护避免感染。在传染性呼

吸道疾病流行期间，要尽量减少外

出，必须要外出时要佩戴好口罩。

中国疾控中心:

全国新冠疫情仍处较低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称：

当前呼吸道疾病仍以流感为主

这个冬天，哈尔滨等地

冰雪经济“火”了，让人们更

加理解了“冰天雪地也是金

山银山”的道理。

然而在少数地区，这些

年 上 马 了 一 些 冰 雪 项 目 ，

没 有 雪 就 造 雪 ，冰 不 够 厚 就 制 冰 ，企

业 投 资 不 足 政 府 就 想 办 法 补 贴 。 由

于 先 天 资 源 不 足 、IP 不 具 吸 引 力 、项

目“ 低 少 粗 ”、消 费 链 条 不 完 善 等 原

因 ，一 些 冰 雪 项 目 一 阵 锣 鼓 喧 天 后 ，

归于门可罗雀。

冰雪冲动的背后有政绩冲动的影

子。追求政绩不能脱离实际，发展经

济务必因地制宜。

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做大文旅市

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无不依托于当地自

然禀赋、历史遗赠与文化基因。不切实

际盲目照搬别人的成熟样本，很可能水

土不服。要看到，东北“冷资源”成为

“热经济”的背后，首先是天赐“凉”机，

有发展冰雪经济的自然禀赋；更重要的

是当地多年在冰雪领域精耕细作下形成

的厚积薄发，二者缺一不可。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特点鲜明，有

的地区风光秀美，有的地区文化富集，

有的地区历史遗产众多，还有的地区

民俗资源深厚，这些都是各地具有独

特性的宝贵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体验需求。

找 准 自 身 的 特 色

优 势 ，遵 循 市 场 规 律 ，

定 下 心“ 烧 自 己 的 火 ，

热 自 己 的 锅 ”，因 地 制

宜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做 好

基础工作，下足固本培

元功夫的同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增

强创造力，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相信

会有更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文旅项目火

起来。 （新华社兰州1月13日电）

冷资源变热经济成在因地制宜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马希平

新雪季以来，东北地区迎来“客似

云来逐冰雪”的盛景，不少地方纷纷火

爆出圈。在粉雪上畅滑，在冰灯前拍

照，在湖畔观冬捕……让游客慕名而来

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冰雪自然资源，

还有集东北文化、乡村民俗、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为一体的冰雪文化“金名片”。

体育赛事活动多 冰雪
运动成新宠

在吉林省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

滑雪爱好者们有序在缆车前排队，拿

上雪板准备在雪道上飞驰畅滑。“前几

年都是去周边和省外的滑雪场，现在

终 于 实 现 在 家 门 口‘ 泡 ’雪 场 的 梦 想

了。”通化滑雪爱好者王旭刚说。

冰雪运动成为大众健身新宠儿。

元旦假期，辽宁营口何家沟滑雪场接

待了大量外地游客，接待量比去年同

期增长 36%。为了满足南方游客的游

玩需求，滑雪场还特意增添了雪圈、雪

盆、橡胶船等嬉雪项目。

依 托 体 育 赛 事 ，丰 富 冰 雪 体 验 。

近日，辽宁省青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

在沈阳东北亚国际滑雪场火热启幕。

“去年有 140 余人参赛，今年达 180 余

人。”赛事裁判长逯明智说。随着辽宁

成 功 申 办 2028 年 第 十 五 届 全 国 冬 运

会，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愈发高

涨。辽宁自入冬以来已相继举办第九

届辽宁弓长岭国际滑雪邀请赛、单板

滑雪平行大回转锦标赛等赛事。

在吉林省，包括国际雪联自由式

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等一系列国内外

高水平赛事成功举办，让人们在冬天

也能现场观看高水平赛事，近距离欣

赏冬奥冠军们同台竞技。

“民俗+非遗”冰雪运动
玩法上新

夏有夏美，冬有冬趣。凭借稻田

画出名的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小镇是

人 们 夏 秋 季 难 忘 的 记 忆 。 冬 季 来 临

时，10 万平方米的稻田化身巨大冰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稻田冰雪运动会在这

里火热举行。不少村民身着锡伯族传

统服饰参与雪地拔河、雪地足球、雪地

射箭等赛事。

冰上龙舟赛也成了各地推出的特

色活动。在黑龙江呼玛县，200 多名参

赛选手组成 17 支队伍，在冰天雪地中

上演“速度与激情”。冰上龙舟是传统

龙舟的创新和延伸。选手们用龙舟撑

推动龙舟在冰上滑行，更具挑战性和

娱乐性。在辽宁锦州，第七届海洋冰

雪节暨全民冰雪运动季冰上龙舟超级

联赛将于 1 月 15 日至 16 日开赛。

在黑龙江“中国雪乡”景区，浪漫

雪 景 与 民 俗 体 验 的 深 度 融 合 正 在 上

演。“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雪景，景

区充满东北特色和风情，太热闹啦！”

湖南游客王道忱说。据介绍，景区着

力打造花灯一条街，丰富篝火晚会、大

秧歌、花车巡游等活动，展现民俗文化

魅力，让游客体验特色冰雪文化。元

旦期间，“中国雪乡”景区接待 4.46万人

次，同比增长 240%。

在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景区，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在冰冻的湖面上等

待着冰湖腾鱼的盛况。这里至今仍保

留着人工凿冰、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等

最原始的捕鱼方式，这一传统习俗已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东北各地深挖特色优势资

源，开展形式多样的冰雪体育运动，以

丰富的冬季产品供给，不断发展冰雪文

体活动，增强游客体验感与参与度。

“冰雪+N”新场景助力
冰雪消费升级

这个冬季，依托冰雪，以冰雪+体

育、冰雪+文旅、冰雪+演艺、冰雪+民宿

等一系列“冰雪+N”的新场景、新玩法

独具特色，丰富了冰雪经济业态，点燃

了冬季冰雪消费市场。

随着滑雪运动越来越受欢迎，雪

具和雪服也进入了销售旺季。记者在

辽 宁 超 鹏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 看

到，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到东北玩

的人多了，各种棉服订单直线上升，我

们正开足马力。入冬以来公司销售额

已接近 5000 万元。”辽宁超鹏服饰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同飞说。

“冷”冰雪遇上“热”文创，这个冬

天 同 样“ 有 料 ”。 梦 幻 的“ 雪 花 摩 天

轮”、刚猛的东北虎、浪漫的索菲亚教

堂……这些哈尔滨特色元素，借助精

巧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被制作成一枚

枚精美的冰箱贴，用手机扫一扫，还能

借助 AR 技术“动起来”，一经发售便被

抢售一空，预购量已超过 10 万。“一贴

难求”背后折射的是当地谋划布局创

意设计产业，推进产业招商，加快培育

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丰硕成果。

今年冰雪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无

疑是黑龙江最闪耀的明星IP。景区以地

标性建筑“雪花摩天轮”为基础，制作了

造型精美的文创雪糕。游客赏冰雪美

景，吃文创雪糕，拿着“小摩天轮”与大摩

天轮拍照合影，拉满冰雪之旅的“甜度”。

一张张冰雪“金名片”正在被擦亮。

（新华社长春1月 14日电 参与采

写 魏蒙 姬杨 颜麟蕴 杨思琪）

奏 响 自 然 与 人 文 之 歌
—东北擦亮冰雪文化“金名片”

新华社记者 李典 于也童 刘赫垚

游客在哈尔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上游玩（2024年 1月 9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1 月 13 日晚，《龙腾盛世》

2024 年康巴卫视藏历木龙新

年联欢会在成都录制。来自

川、藏、青、甘、滇五地的 400 余

名民间艺人、演艺团体带来 31

个精彩节目，通过锅庄、弦子、

格萨尔藏戏、牧区风情舞等多

元化表达形式，呈现一场绚丽

多姿的视听盛宴。

联 欢 会 将 于 2024 年 2 月

10 日（藏历大年初一）在康巴

卫视电视端播出。

图①、图②均为 1月 13 日，

演员在藏历木龙新年联欢会

录制现场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赏多彩民族风情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