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岁末，正值工资结算高峰。近期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通知，于2025年春节前，在全国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各地将推出哪些举
措？以哪些行业、项目为治理重点？

各地治理欠薪冬季行动扫描如何查处
有哪些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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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纠治薪酬拖欠
通知明确要求，对确属无故拖欠的用人

单位，一经查实，一律立案查处。近期多地下
发文件，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并
通过线上排查、实地巡查、梳理举报投诉线索
等集中筛查欠薪问题。

北京市近日全面启动“安薪北京”冬季专项
行动，仅11月12日统一执法日活动举办当天，就
出动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1360人次，检查用
人单位1355家，为农民工追发工资410.7万元。

四川召开全省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动员部
署视频会议，要求人社部门会同相关主管部
门，对辖区内发生过欠薪的企业、重点企业和
重点项目开展实地巡查；在春节前组织开展
集中接访“一站式”办公，人社、住建、交通、水
利、公安等多部门负责人带头接访。

“从重庆的欠薪线索看，工程建设领域欠
薪风险依然突出，占到总量的46.4%，涉及人

数和金额的占比分别达68.7%、78.4%。在商
贸、零售、餐饮等行业，受经营不善、拖欠账款
等因素影响，非工程建设领域的欠薪数量增
长较快。”重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今年1至9月，重庆在全国根治欠薪反映平
台上共接收欠薪线索4.1万条，同比增长36%。

政府、国企项目优先清偿
按照通知中“政府、国企项目优先清偿”

的要求，多地明确表示，以工程建设领域特别
是政府、国企项目为重点，采取超常规举措，
确保查实的欠薪案件在2025年春节前全部办
结，让农民工及时拿到工资报酬返乡过年。

陕西省要求，各市、县全面盘点在建政府
项目、国企项目，督促相关部门和国企带头遵
守保障工资支付法律法规，及时拨付人工费、
支付农民工工资；各级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
严格执行工程款支付不低于已完成工程价款

80%的规定，优先拨付政府项目人工费用；国
资监管部门督促相关企业加强资金调度管
理，持续推动解决“连环欠”顽疾，确保相关国
企获得清偿的资金优先偿还欠薪。

“陕西将进一步落实清理拖欠中小企业
账款与治理欠薪联动机制，督促拖欠主体将
清偿账款优先支付中小企业欠款和农民工工
资。”陕西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处室负
责人介绍。

宁夏等地还提出，对公交、医疗、环卫、学
校等公共事业服务单位欠薪问题，属地政府
将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及时筹措资金，督促用
人单位限时化解。

严惩重罚恶意欠薪
一些企业无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甚至

采取恶意注销方式企图“金蝉脱壳”逃避责任
的行为，严重损害劳动者权益，社会影响恶
劣，一直是相关部门重拳出击的方向，也是各

地治理欠薪冬季行动的重点。
湖南省近日表示，将进一步精准施策，严

惩重罚恶意欠薪。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犯罪的，做到迅速移送、及时审查，快速侦办、
快速起诉、快速审判，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
犯罪行为。

对确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等实际原
因造成的欠薪问题，多地提出，将积极落实各
项涉企帮扶支持政策，稳妥化解困难企业劳
企纠纷。

对恶意欠薪“零容忍”的同时，还需对劳
动者“有温度”。

河北、四川、陕西等多地表示，对维持基
本生活有困难、短时间内又拿不到工资的农
民工，要及时给予关怀帮助，通过调用工资
保证金、应急周转金、欠薪保障基金等方式
予以保障；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
本生活困难的，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做好
兜底保障。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姜琳

大熊猫，最萌“中国使者”，也是世界人民
的顶流“团宠”。

在11月底召开的2024全球熊猫伙伴大会
上，我国大熊猫保护“成绩单”令世界瞩目——

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约 1100
只增长到约 1900 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
大熊猫从“濒危”等级下调为“易危”；全球
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达757只，种群结构持
续向好。

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的面容，大熊猫
拥有数不清的“铁杆粉”。与会嘉宾感同身
受，大熊猫是全球珍稀物种，守护它的每一步
都不容易。

野外家园更好了——
我国先后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处，

2021年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形成以大
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栖息地保护体系，总
面积已扩至258万公顷，85%的大熊猫野外种
群实现栖息地连通和种群间遗传交流。

四川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
息地。在这里，野生大熊猫已发现1387只，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增长超过 50%。甘
肃、陕西等地也经常发现野生大熊猫的踪
迹。与“国宝”不期而遇，成为“熊猫粉”们的
快乐之源。

科技实力更强了——
“早期大熊猫的人工繁育是个大难题，上

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我们只繁育了1只熊
猫宝宝，存活了2岁。”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首席专家李德生说，历经艰难探索，仅为了
寻找最适合的幼龄大熊猫配方乳，就试验了
几十次。如今大熊猫人工繁育攻克了“三
难”，发情率、育幼成活率等得到明显提升，平
均寿命也不断增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人工
圈养种群。

国际交流更充分了——
大熊猫越来越多走出国门，推动野生动

物保护科研技术交流的同时，也传递着和平
和友谊。

前来参会的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园长斯
韦特兰娜·阿库洛娃说，莫斯科动物园为大熊
猫尽可能创造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充分重
视大熊猫的饮食、兽医检查等，努力让它们生
活得舒适。

“从‘丁丁’和‘如意’抵达动物园的那一
刻起，我们就开始收集大熊猫的行为数据，研
究生物医学问题，以便开展有利于其他物种
保护的研究。”斯韦特兰娜·阿库洛娃表示。

世界人民与大熊猫的情谊有多深？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副园长富田恭正分

享了旅外大熊猫的送返故事。“比力”和“仙
女”患上了高血压，上野动物园与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多次商讨后决定将它们提前送

返中国，接受更好治疗。在最后的参观日，有
约2000人比开园时间提前1个多小时来到动
物园，排队等候送别大熊猫。

世界人民对大熊猫的喜爱，带火了熊猫
主题文创产品，促进了文旅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熊猫工厂”“西柚熊猫”等仿真熊猫玩偶
制作公司也在短短几年中成为了年营收破千
万元的企业。

大熊猫的保护故事，是一扇窗口，照见了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

不仅是大熊猫，近年来我国通过栖息地
保护、人工繁育培植、放归或回归自然等多种
措施，加强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东
北虎、海南长臂猿等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

此次大会期间，不少国际友人纷纷为我
国大熊猫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点赞。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一个持续
不断的征程，需要个人、社区、行业以及政府
协同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
娜·博科娃在会议上进行主旨发言时表示，中
国呼吁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与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包含的可
持续发展理念有着深刻呼应。在该议程的实
施过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引领者。

约旦驻华大使胡萨姆·侯赛尼在参与大
会“全球熊猫伙伴四川行”活动时感慨道：“在
中国，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发展与生态保护相
结合的典范。”他希望将中国关于绿色经济、
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领域的实践引入约旦。

未来如何更好地加强大熊猫保护，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此次大会上，发布了由新华社国家高端
智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撰写的
《让世界读懂美丽中国的“绿色密码”——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实践与世界贡献》
智库报告。来自30余个国家380多名与会嘉
宾共同发布“2024全球熊猫伙伴大会生态守
护宣言”：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
护好大熊猫与人类共同的家园；

——把握并处理好环境与民生的关系，
让民众尽情享受到自然之美；

——与各界伙伴携手合作，形成更大合
力，开启大熊猫文化交流新篇章；

——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
路，为建设一个美丽清洁的世界作出新贡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走
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既造福了中国，也造
福了世界。

未来，呵护好最萌“中国使者”、守护好美
丽地球，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濒危”降“易危”！
中国大熊猫保护“成绩单”令世界瞩目

新华社记者胡璐余里袁秋岳

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区域的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大熊
猫画面（2022年5月26日摄）。 新华社发（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供图）

2024年9月28日，参观者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拍摄留念，告别大熊猫“比力”
（左）和“仙女”（右）。 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1111月月2626日日，，在在20242024全球熊猫伙伴大会开幕大会上全球熊猫伙伴大会开幕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伊琳娜伊琳娜··博科娃致辞博科娃致辞。。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沈伯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