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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
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党统一
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
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
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形
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提供坚强保障。

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

“有的地方盲目上马高耗能、高耗水
项目；有的没有树立‘共同抓好大保护、
协同推进大治理’理念，只考虑辖区的用
水问题……”

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
境部纪检监察组前往沿黄省份围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水资源利用、水环境治理
等方面情况开展实地督查，督促驻在部
门履职尽责，压实生态环保政治责任，守
护黄河安澜。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
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从严肃调查追责问责防疫责任和措
施落实不力问题，到密切关注群众反映
和舆情信息，建立涉疫举报“绿色通道”，
即收即办、快查快办、及时反馈；

从加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
工作监督，为“像冰雪一样纯洁干净”的
盛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到聚焦生态环
境保护重点工作，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呵护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履行监督职
责，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自觉
和实效，到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过渡期专项
监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
常态化，确保党中央战略部署不偏向、不
变通、不走样。

“监督发现，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中
仍有部分未分解到位，需要加快落实进
度。”

2022年6月底，在第二季度监督调度
会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改委
纪检监察组围绕驻在部门重点任务监督
台账中的任务进展、存在问题展开讨论。

打开这份台账，纵横两个坐标维度，
监督任务、责任司局、完成时限等要素清
晰，监督重点一目了然。

建立健全政治监督清单、加强政治
生态研判、组织开展专项政治监督、探索
派驻派出机构和被监督单位党组（党委）
专题会商……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政治
监督融入日常、做在经常，并朝着具体
化、精准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
态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明确要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谋实思路、
扎实工作，防止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着
力纠正政治偏差，保障党中央大政方针
落地见效。

充分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

巡视是政治巡视，本质是政治监督。
2022年7月，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

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十九届中央巡视高
质量完成全覆盖任务。

截至目前，中央、省、市、县四级全部
建立巡视巡察制度，179家中央单位开展
内部巡视，构建了与党的领导体制、国家
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巡视巡察战略格局。

“将进一步完善巡视工作领导体制，
加强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指导督导，深
化对中央单位内部巡视工作分类指导，
健全上下联动的有效机制。”中央巡视办
有关负责人介绍，同时，还要深化巡视巡

察上下联动，着力推动市县巡察向基层
延伸，加强对村（社区）党组织巡察。

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政
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
运用”的要求，一系列工作紧锣密鼓地开
展——

坚持政治巡视定位和中央巡视工
作方针，认真研究谋划二十届中央巡视
工作；

及 时 推 进《中 央 巡 视 工 作 规 划
（2023—2027 年）》研究制定工作，把“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把严的
要求贯彻到政治巡视全过程各环节；

着眼高质量完成一届任期内巡视全
覆盖，研究二十届中央第一轮、第二轮巡
视任务安排；

持续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健
全整改工作机制，推动党委（党组）落
实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与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改革发展结合
起来，增强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
促治实效。

同时，中央巡视办有关负责人还表
示，将认真总结新时代以来巡视工作理
论和实践创新成果，适应新的形势任务
需要，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完善相关工作规则和配套制度，确
保巡视工作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
规可依。

巩固拓展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成果
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正规化建设

规范组织设置、完善领导体制、明确
工作职责……2022年6月，《纪检监察机
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全文公布并自发
布之日起施行，深化派驻机构改革迈出
新步伐。

改革，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加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
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到在党内监督主
导下，做实专责监督、贯通各类监督，推
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从推进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具体
化、程序化、制度化，加强上级纪委监委
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到持续深化派
驻机构改革，强化派出机关对派驻机构
直接领导、统一管理；

从健全“组组”协同监督、“室组”联
动监督、“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到完善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构建纪
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一体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优势不断转
化为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完善党的自
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重大部署，对“健
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
督体系”提出具体要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将研究开展《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工作，增强监督刚
性。同时，适时研究制定纪检监察机关监
督检查工作办法、纪检监察建议工作办
法等，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

监督者首先要接受监督。“对纪检监
察干部立案近1200件，处分1100余人，移
送司法机关54人……”

2022 年 9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
报 2022 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
检查审查调查情况，为纪检监察干部敲
响警钟。

“纪检监察权是‘治权之权’，纪检监
察干部是‘治吏之吏’，打铁必须自身
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
督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准确把握纪检
监察队伍政治生态阶段性特点，持续推
进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以严的基调正
风肃纪、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严防

“灯下黑”，为建设一支纪检监察铁军提
供有力保证。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形成全面覆盖、
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全面从严治党启新程之“监督执纪篇”

新华社记者 范思翔

2023年1月8日，中国新冠疫情防控三
年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回归乙类管理。

从推出“二十条”和“新十条”优化措
施，到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再到由“乙类甲管”正式
调整为“乙类乙管”……我国新冠疫情防
控主动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

面对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实事求
是、尊重科学，不断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
控措施，以防控战略的稳定性、防控措施
的灵活性与病毒对决，为抗疫平稳转段
赢得宝贵时间和最大空间。

（全文详见云邵阳新闻客户端）

中国战“疫”进入新阶段
——我国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纪实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1 月 6 日印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第十
版诊疗方案有哪些新的变化？针对进一步完善中医
治疗相关内容，如何用中医治疗更有效？国家卫生健
康委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
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作出解答。

问：第十版诊疗方案的重要变化有哪些？
王贵强：根据奥密克戎毒株致病性特点、流行

特征及新药研发进展，第十版诊疗方案重要变化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疾病名称进行了调整，将疾病名称由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也包括有症状的轻、中、重和危
重等类型。

二是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从原来的60岁及以上
调整为65岁及以上，强调65岁及以上没有完成全程
疫苗接种的人群是重点关注人群。从目前国内外数据
来看，疫苗接种是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的重要因素，
没有进行疫苗接种的或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老年
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要继续加强疫苗接种。

在重症高风险人群中，除了有糖尿病、冠心病、
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肿瘤患者等，又增加了
持续透析人群，这类人群在疫情高峰期也是容易导
致重症和死亡风险的人群。

三是不再判定“疑似病例”，“疑似病例”就是临
床上有流行病学、临床表现，没有病原学证据，但现
在病原学证据已经扩充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或者抗原检测阳性都可以作为诊断标准。绝大多数
情况下，不会出现因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符合疾
病特点但病原学检测较长时间不能明确的情况。

针对老年人等有重症高风险人群明确诊断阳

性以后，要及时向社区报备，给予早期干预，密切监
测病情变化、进行随访等，做到“关口前移”。

四是调整“出院标准”，不再对感染者出院时核
酸检测结果提出要求，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新冠病
毒感染、基础疾病或其他疾病诊疗及健康恢复状况
等进行综合研判。

五是完善了儿童重型病例早期预期预警指标，
更关注低龄儿童，尤其是三岁以下儿童，要进行密
切监测和随访，比如有神经系统并发症、拒奶等重
症倾向的要及时救治。

六是将未全程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加入重症高
危人群，将生命体征监测特别是静息和活动后的指
氧饱和度监测指标等加入重症早期预警指标。

问：第十版诊疗方案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医治疗
相关内容，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清泉：第十版诊疗方案结合了近三年来，中
医药进行边救治、边研究、边总结，形成了较完善的
新冠病毒感染治疗方案。

其中，奥密克戎轻型感染者“邪毒疏表”表现明
显，如浑身疼、乏力，针对这些症候特点，第十版诊
疗方案给出了较明确的治疗方向和方法，更多体现
在恢复期的治疗，如患者在恢复期出现明显咳嗽症
状，从中医角度来看，即宣肺、止咳、化痰，为医疗机
构和医生提供参考。

在重症和危重症救治中，坚持中西医协同救
治，如出现严重高热时，西医和中医结合治疗能有
效缩短病程；危重症病人出现严重腹胀时，中医称

“阳明病”，及时给患者用上通腹泻办法；当患者出
现循环衰竭时，西医在使用血管活性药等的同时，
中医用益气扶正固脱办法，进行中西医协同救治。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哪些新变化？
怎样用中医治疗更有效？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读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新华社记者 李恒 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叶昊鸣 樊曦）记
者 8 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了解
到，1月7日（春运第1天，农历腊月十六）全国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3473.6万人次，环比增
长11.1%，比2022年同期增长38.9%。

具体来看，铁路发送旅客601.8万人次，环比增
长13.2%，比2022年同期增长18.4%。公路发送旅客

2735 万人次，环比增长 11.1%，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46.9%。水路发送旅客39.2万人次，环比增长7.8%，比
2022年同期增长7.4%。民航发送旅客97.6万人次，
环比增长1.4%，比2022年同期增长24.9%。全国高速
公路流量3210.3万辆次，环比增长0.4%，比2022年
同期增长9.8%。

春运首日全国发送旅客3473.6万人次

近日，在辽宁省沈阳市浑河上，万余只鸿雁、赤麻鸭、鸳鸯等候鸟迁徙来此栖息。它们成群结队在
河面上嬉戏、休憩，成为冬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图为候鸟在沈阳浑河休憩、觅食。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 摄

万只迁徙候鸟浑河过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