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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
感谢您长期以来的支

持与厚爱，由于市场环境

变化，竞争日益激烈，本店

现已严重亏损，现决定于

2025 年 7月 1日停业。

请在本店办理会员卡

的顾客朋友，从即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止，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会员

卡，来本店办理会员卡余

额清算手续，由此给您带

来的不便请多多谅解！

联系电话:

15773969377

 新邵县紫金假日大酒店
 2025 年 6 月 30 日

停业公告

遗失启事
▲武冈市实验中学

工会委员会（信用代码：

81430581MCL3006704)

不慎遗失银行现金支票

25 张 ，支 票 号 码 ：

3140431500977551-

3140431500977575，特声

明作废。

▲邵阳县塘渡口镇

第四完全小学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553000733702, 开 户 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邵阳塘渡口支行，

声明作废。

新邵代办处
▲邵阳市大祥区檀

江街道六甲社区联合工

会委员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305000107749，特此

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中央组织部最

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中国共

产党党员总数为 10027.1 万名 ，比上年净增

108.6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25.0 万个，比上年

净增 7.4 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改革精神和

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着力建强基层组织、锻造

过硬队伍，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党员总量平稳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1%。全年发展党员 213.1 万名，其中生产、工

作一线的 112.0 万名，占 52.6%；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 115.9 万名，占 54.4%；35 岁及以下的 178.4

万名，占 83.7%。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 2024 年底，

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 5778.6 万名，占 57.6%，比

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女党员 3099.5 万名，占

30.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

773.4万名，占7.7%，与上年持平；工人和农民仍

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32.7%。

党员教育管理进一步加强。各级党组织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进一步加

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数量比上年增

长 16.5%，县级以上党委对 436.6 万名基层党组

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党的组织生活严格规

范，3200 个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

会，451.8 万个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民

主评议党员。党内表彰激励关怀有力推进，各

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 17.5 万个，表

彰优秀共产党员 72.8 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

者 24.0 万名。全年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 89.4万枚。

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巩固。全国共设立基

层党委 30.6 万个、总支部 33.0 万个、支部 461.4

万个，分别比上年增加 0.9万个、0.5万个、6.0万

个，组织设置更加科学规范。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深入推进，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48.5 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占 47.6%，比上年提高 3.6 个百分点。持续派强

用好驻村第一书记，现任驻村第一书记 19.2 万

名，覆盖全国 39.5% 的行政村。党领导基层治理

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为基层减负赋能深入推

进，城乡社区党建工作力量进一步充实，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各领域党的组织覆

盖持续巩固扩大，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取得新成效，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优势，为服务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

强大力量。

党员 10027.1 万名 基层党组织 525.0 万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稳步壮大
结构持续优化 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加坚强有力

(上接 1 版①）刹住了不少

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

风，祛除了一些多年难以祛

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

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

大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肩

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

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

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

弦必须绷得更紧。党组织和

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

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

革命的责任。领导干部首先

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

命上以身作则。

习近平指出，推进自我

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

党性。增强党性，重在坚定

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

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

质，保持清正廉洁。要加强

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

神追求；积极投身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实践，在干事创业

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

福中升华道德境界；积极参

加党内政治生活，勇于自我

省察，自觉接受党组织教育

和各方面监督。选人用人要

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

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

洁度。

习近平强调，反腐败必

须规范权力运行。要健全授

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

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注重

查找权力运行漏洞、补齐制

度短板。要严格制度执行，

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全过

程监督权力运行。党员干部

要时刻牢记一切权力都是

人民赋予的，始终敬畏人

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习近平指出，从严监督

执纪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利

器，对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坚

决处理。要把党内监督和人

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

群 众 监 督 、舆 论 监 督“ 前

哨”作用，推动各类监督贯

通协调。要强化党组织日

常监督，切实提高穿透力

和有效性。要加大风腐同

查同治力度，将党风党纪

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

规矩长出铁牙齿，向全党

释 放 一严到底、寸步不让

的信号，形成震慑效应。

习近平强调，管党治党

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

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

等构成完整的责任链条，每

一种责任都要严格落实。各

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

数”，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

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

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

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

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在落实管党

治党责任上要为全党树标

杆、作表率。

习近平指出，开展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教育，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

行政治责任，勇于直面问题，

督促整改到位，狠刹各种不

正之风，完善作风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确保学习教

育善始善终、取得实效。

(上接 1版④）

“大家干得可欢了，全然不

顾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活动结

束时，一个个汗流浃背，衣服能

拧出水来，可是没有一个人叫

苦。”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联

合会会长李志明介绍。

肖小红、肖小燕、肖菊秀

三人是同胞姐妹，肖小燕还带

着青春靓丽的女儿罗康丽前

来参加活动。“四朵金花”忙碌

在紫薇丛中，成为双龙紫薇博

览园一道动人风景。

“ 作 为 一 名 入 党 积 极 分

子，能够在‘七一’前夕给党的

生 日 献 礼 ，我 觉 得 神 圣 而 庄

重！”在新邵县坪上镇中心小

学担任教师的罗康丽说。

(上接 1版②）

文 章 指 出 ，幸 福 都 是

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民族复兴的

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

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

扬起。奋斗是艰辛的、长期

的、曲折的，必须准备付出

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

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

的重要阶段，在前进道路

上，我们面临的重大斗争

不会少。面对围堵、遏制、

打压，我们应理直气壮地

进行斗争。必须发扬斗争

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掌握

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

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

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

新 时 代 伟 大 斗 争 的 新 胜

利。

文 章 指 出 ，团 结 奋 斗

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的必由之路。我们靠团

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

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

未来。只要在党的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战

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挑战，把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上接 1版③）

不破不立，破除潜规则，根本之

策是立明规矩，以正压邪。党的十八

大以来，除了中央八项规定，党中央

还制定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等一批作风新规，作风建设

的要求充分体现在制度中。明规矩

能不能立得稳 、管得住，关键看执

行。党员干部要把严守党的纪律规

矩、循法律法规而行融入思想和血

液，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各

级党组织要以一寸不让的态度，分毫

必争的决心，做到有纪必依、执纪必

严、违纪必究，形成强大的纪律震慑。

明规矩每前进一分，潜规则必然

后退一分。让明规矩枝繁叶茂，潜规

则偃旗息鼓，风清气正的大气候必会

历久弥新。

1921—2025，历史长河奔涌不息，

奋斗征程波澜壮阔。一艘小小红船承

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

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

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百余年来，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勠力同心、

艰苦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河出昆仑派九州，屹然砥柱立中

流。”一路走来，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

而朝气蓬勃，突破千难万险而矢志不

渝，源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

强领导核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

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

茂，复兴伟业蒸蒸日上。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牢记初心使命，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向着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

进！ （全文详见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锻造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钟华论

各地 2025 年高考成绩陆续发布，志愿填

报是考生和家长眼下的头等大事。近期，AI 志

愿填报成为热门话题，相关产品受到关注。

AI填志愿，好用吗？靠不靠谱？“新华视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

AI填志愿产品扎堆“上线”

“AI 一键生成最优志愿方案”“AI 大模型，

让志愿填报不再靠‘蒙’”……近期，各类 AI 填

志愿产品扎堆“上线”，成为今年高考志愿填报

市场上的“香饽饽”。

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最近一段时间，AI

志愿填报相关话题播放量近亿次。记者在工作

日上午看到，平台上数十个直播间推销 AI 填

志愿产品和服务，单个直播间最多几千人同时

在线。

据了解，目前较为热门的 AI 填志愿产品，

有的为教育部门推出、面向高考生免费开放；

有的是互联网企业开发、多数服务免费；还有

的来自志愿填报垂类公司，价格从百余元到几

千元不等。

记者走访线下高考志愿填报机构发现，AI

填志愿也是今年机构服务的主推卖点。四川考

生小杨说，高考前家长就花 4000多元找好了一

家志愿填报辅导机构，“机构宣传今年升级了

AI志愿填报功能，准确度更高，就被说动了。”

北方地区一名考生家长近日购买了一款

AI 高考志愿填报产品。“这款产品可以根据孩

子的个性化需求进行进一步筛选。”该家长说，

此前试用了多款类似产品，感觉功能大同小

异，生成方案速度快，但比较大众化。

记者注意到，有主播称所使用的 AI 填志

愿软件为“省考试院官方指定软件”，但实际并

非如此。高考志愿填报 App 优志愿创始人兼

CEO 耿忠诚说，个别机构声称其 AI 填志愿产

品为自主研发，以此收取更高费用，实际上用

的是免费 AI 大模型。一家从事 AI 辅助志愿填

报机构的工作人员称，一些机构会把订单转给

他们来做，再将方案转卖给考生和家长，“加价

几百元或上千元”。

AI给出的志愿方案靠谱吗？

志愿填报软件开发商北京清智领航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曹长丹说，AI填志愿的原理

是把数据“喂”给 AI，比如往年各省份高校录取

信息、教育部门公开志愿数据、高校官网信息、

各地人才招引数据等。“在此基础上，告诉 AI足

够的个人信息和填报要求，它就能给出建议。”

AI填报志愿的准确性和参考价值如何？

“感觉数据挺全的，给出的院校和我之前

了解的差不多。”一名北京考生说。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小强说：“从技

术角度看，AI辅助填报志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帮考生和家长缩小需掌握的信息范围，给出看

起来比较成形的参考方案。”

“数据是决定 AI 填志愿靠谱与否的关键

因素。”耿忠诚说，如果收录的数据不全，比如

不包含位次信息、部分地区加分等情况，AI 给

出的结果就会有误差。

记者以 2025 届考生身份，向多个 AI 软件

输入推荐报考院校指令，不同 AI 软件给出的

结果各异，“冲稳保”不同梯队的 9 所院校中仅

2所重合。

记者注意到，AI 在展示深度思考过程中，

多次提及自身局限性，如“仍缺少多所大学

2024 年录取数据”“部分信息来自抖音视频，需

进一步验证其准确性”等。

多名业内人士提到，当前不少 AI 工具存

在“幻觉”问题，可能编造看起来合理可信实际

上错漏百出的信息。“去年 590 分对应位次是 1

万名，但 AI 告诉我位次在 5000 到 6000。”山西

一名考生家长说。

曹长丹认为，一些 AI 工具有效信息增量

不足，给出的结果仅停留在历史数据的机械匹

配，缺乏对动态政策、个体差异和深层需求的

挖掘。

“算法能够高效处理分数、专业热度等数

据化信息，但很难洞察不易量化的个人发展关

键维度。”北京一名中学教师举例说，学生的家

庭背景可能影响其是否选择培养周期长、学费

高的专业，学生的抗压能力决定了其能否适应

某些高压职业环境……“这些极其重要的个人

化因素，恰恰是算法模型无法通过标准数据获

取并纳入推荐逻辑的。”这名教师说。

“人机协同”做出最优选择

受访专家表示，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可以

充分利用 AI 工具，通过“人机协同”做出最优

选择。

6 月 19 日，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队发布

《2025 高考志愿填报工具使用指南》，系统总结

了高考志愿相关的 100多个 AI提示词模板。

张小强表示，提示词、上下文交流内容等

会影响 AI 的结果输出，应学会使用 AI 工具，与

其有效“沟通”。

耿忠诚认为，在采纳 AI 建议前，应认真核

实 AI 给出的志愿填报方案，再次查阅学校历

年录取分数、录取位次和院校专业信息等，减

少 AI“幻觉”和数据误差带来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冉建议，考生

和家长在选择付费 AI 填志愿服务前，尽可能

了解产品“底细”，如模型使用的训练数据、填

报逻辑等；使用过程中，尽量明确孩子的个人

偏好等个性化参数，让 AI更清楚报考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30 日电）

AI填高考志愿，靠谱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李紫薇 周思宇 赵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