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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2024年度国家公务员考
试笔试成绩和分数线公布，考生可在国
家公务员局网站专题网页查询。据国
家公务员局介绍，各职位进入面试的人
员名单将根据规定的面试比例，按照笔
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14
日，面试人员名单已公布。

国考笔试放榜
合格分数线划定

2024 国考计划招录规模达 3.96 万
人，同比增加 0.25 万人，报名阶段共有
303.3 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
查。2023年11月26日，225.2万人实际
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
之比约为 57：1。

13日晚间，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开通
了本次国考笔试成绩的查询通道，14日
上午，笔试合格分数线正式出炉。

国家公务员局介绍，今年划定笔试合
格分数线时，既考虑到新录用公务员必须
具备的基本素质，又兼顾了不同类别、不
同层级机关招考职位对公务员能力的不
同要求，同时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
基层职位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

其中，中央机关和省级（含副省级）
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合格分数线
为：总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科
目成绩合计，下同）105 分，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科目60分；市（地）级和县（区）级
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行政执法类
职位合格分数线为：总分95分，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科目50分。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山西、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的市（地）级、
县（区）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和行政
执法类职位，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
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
退役士兵职位，非通用语职位，以及特
殊专业职位合格分数线为：总分90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45分。

此外，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
职位、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位和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统一组织了专
业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合格分数线
为：45分。

面试名单公布
调剂报名即将启动

通过笔试考核的考生将迎来面试
环节，各职位进入面试的人员名单将根
据规定的面试比例，按照笔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14日，面试人员
名单已面向社会统一公布。

此外，本次考试的调剂公告也公
布，部分职位笔试合格人数与拟录用人
数之比未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需要面
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面试人选。

1月15日8：00至1月17日18：00期
间，报考者凭报名时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考录专题网站”，选报职位并提交调
剂申请。1月20日之后，参加调剂的报考
者可以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资格审
查结果和进入调剂职位面试人员名单。

考生应如何迎战面试？
专家：尽早准备，充分迎战

国家公务员局此前介绍，国考面试

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
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
职要求，40个部门在面试阶段还会组织
专业能力测试。

专家表示，国考面试环节主要考
查考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综合分
析、计划组织协调、应变、主动性、人
际意识与技巧、信息获取等方面的能
力。

“对于面试，我只有一个建议，就是
早准备，把它当成一场硬仗来准备。以
结构化面试为例，十五分钟的面试就决
定了这场考试的成败，表面上很普通的
几道题，其实要准备很多东西，包括对
岗位认知和岗位素质的理解，所以各位
考生还是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华图教育研究院专家刘有珍表示，一开
始绝大多数考生都是词不达意、言不由
衷，只有认真准备，才能够取得比较好
的成绩。

刘有珍还提醒考生，尤其要注重自
身政治素养提升。“国考公告中明确规
定，录用公务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
素质和道德品行’，在这里，已经明确地
把考生的政治素养列为报考的必备条
件。”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14日就美国
国务院关于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的声明发表谈话。

发言人说，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发表声
明，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
违背美方所作仅与台湾地区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
方关系的政治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
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

发言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
的政治基础。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台
湾事务。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将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的不支持“台
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
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等承诺落到实处，停止美台官方往
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2024国考笔试成绩和分数线公布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关于
中国台湾地区选举的声明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高蕾）织密织牢养老
服务兜底保障网、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更有力、社会救助
向服务救助拓展……1 月 14 日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
议，围绕养老、护苗、扶弱等方面进行工作总结和部署。

织密织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
幸福。近年来，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截至
2022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8亿人，占总
人口的19.8%。

2023年，我国养老服务实现提质增量。我国加快基
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所有省份均已出台实施方案和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截至2023年三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机
构和设施达40万个、床位820.6万张。此外，通过开展居
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
位23.5万张。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愈加完善。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将加快推进养老
服务立法，扎实做好立法研究。同时，动态调整国家基
本养老服务清单，指导地方落实清单制度，织密织牢养
老服务兜底保障网。

儿童福利和权益保障更有力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障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是民政工作重要方面。

一年来，民政部持续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
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出台多项举措，强化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生活保障和教育保障，进一步促进残疾孤儿
回归家庭。

截至2023年三季度，全国共有14.6万名孤儿和38.8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集中和分散养育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达每人每月1885.4元、每人
每月1439.9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5.2%、6.6%。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439.9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6%。

民政部承担着流动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牵头职
责。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将加快建立工作
机制，组织实施有关专项行动，落实好流动和留守儿童
摸底排查、建立台账、关爱帮扶等重点任务。

社会救助向服务救助拓展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经
过多年发展，社会救助“四梁八柱”已经确立，政策和实
践基本成熟、定型。

2023年，我国完善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
台，增强预警功能。同时，全面推行由急难发生地直接
实施临时救助。民政部还出台文件，加强政府救助与慈
善帮扶有效衔接，畅通公益慈善力量参与渠道。

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全国动态监测低收入人口
6600多万人，保障低保对象4044.9万人，城市低保平均
标准每人每月 779 元，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 615
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5%、7.7%。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要制定发展服务
类社会救助政策措施，推动社会救助由资金救助、实物
救助向服务救助拓展，及时回应救助对象的多元需求。
同时，将积极推进社会救助立法，为社会救助高质量发
展提供法治保障。

当前呼吸道病原体流行几何？公众怎么防？

养老、护苗、扶弱，我国下一步这样做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者顾
天成 李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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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当前全国季节
性流感等呼吸道病原体流行情况如
何？公众如何做好防治？怎样强化医
疗力量配备？国家卫生健康委 14 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公众关心问题进
行回应。

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

“季节性流感包括甲型H1N1、甲
型H3N2亚型以及乙型流感。”中国疾
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
大燕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南方省
份近3周乙型流感病毒占比持续上升
至36.8%，北方省份近5周乙型流感病
毒占比持续上升至57.7%，一些省份乙
型流感病毒占比已超过甲型流感病
毒。

部分公众关心感染过甲流的患者
是否仍可能感染乙流。对此，王大燕
表示，得了甲流后产生的免疫反应，对
乙流不能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即使
本次流行季得过甲流，也还有可能再
次感染乙流。目前，流感疫苗中包含
甲型 H1N1 亚型、甲型 H3N2 亚型和
乙型流感组分，建议高风险人群尽早
接种流感疫苗。

监测数据还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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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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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诊断很重要病原诊断很重要 须针对性治疗须针对性治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
任王贵强表示，公众感染流感病毒、新
冠病毒等病原体以后，建立的免疫力
并不持久，可能出现反复感染，且这些
病原体之间也没有交叉免疫，不同病
原体可以同时或者交替感染。从而容
易导致上呼吸道黏膜屏障受损，继发
细菌感染等。

专家建议，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
状要及时进行病原诊断，明确诊断后
针对性治疗。通过针对性治疗可以有
效缩短病程，降低进一步传播风险、降
低住院和重症风险。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表示，
养护正气是预防呼吸道症状反复发作
的关键。患者在患病期间或康复过程
中，规律的睡眠对于提升正气非常重
要。保持饮食清淡、营养丰富，不吃油
腻辛辣刺激食品，注意防寒保暖。同
时，不要乱用药、乱投医。

呼吸道感染容易诱发或加重老年
人群心血管疾病。对此，专家特别提
醒，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生呼吸道感染，
应积极治疗，对于年龄大于 65 岁以
上，既往有冠心病、慢性心率衰竭等病

史的患者，不要出现感冒样症状后选
择忍耐，而要积极尽快到医院就诊。

强化医疗力量配备强化医疗力量配备 优化就诊流程优化就诊流程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要积极调配医
疗资源，优化就诊流程，保障医疗用品
供应。做好医疗资源储备，确保患者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王贵强表示，针对不同类型呼吸
道疾病，各级医疗机构采取多种措施
加强精细化管理和个性化治疗。包括
增加发热门诊、感染、呼吸相关科室人
力资源，尽可能开放门诊服务，强化医
疗资源整体配比，减少患者就诊等候
时间；高水平医院对下级医院，包括社
区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技术指导和专业
支持，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常
见呼吸道疾病诊疗；实行线上挂号，尽
量减少就诊人员聚集，充分发挥互联
网诊疗优势；强化病原体检测，提高抗
生素使用针对性，促进规范合理使用
相关药物等。

元旦假期以来，南北互跨旅游吸
引了大量游客，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
动医学科主任王健全建议，群众参与
冰雪运动要有比较科学完善的装备，
衣服要轻薄但隔热，能够抵御严寒；开
始时尽量选择低难度赛道或低难度雪
道进行滑动；冰雪运动在寒冷环境中，
要注意时间不要过长，适当休息补充
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