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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1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
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以下简称惩戒办法)将于
2024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惩戒措施涵盖金融
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等多方面。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郑翔在发布会上介
绍，日前，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惩戒办
法，将于2024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惩戒办法
是保障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贯彻实施的重要配套文
件。

据了解，惩戒办法共 18 条，主要包括惩戒原
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惩戒程序、申
诉核查等6方面内容。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数量上升最
快的刑事案件类型。郑翔表示，惩戒办法坚持分
级惩戒、过惩相当。惩戒办法规定因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适用
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措施，惩戒期
限为3年；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具有
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
话、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号、支付账户、数
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等行为的单位、个人或
相关组织者，适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以及纳
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惩戒期限为2年，明
确对不同惩戒对象实行不同种类的惩戒，体现过
惩相当。

“同时，惩戒办法在综合运用金融惩戒、电
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等惩戒措施的同时，保留
了被惩戒对象基本的金融、通信服务，确保满足
其基本生活需要，充分体现惩戒的适度性。”郑
翔说。

据介绍，惩戒办法第十一条至第十三条规范
审核认定、惩戒告知、惩戒执行的具体程序，健全
完善了联合惩戒工作机制。此外，惩戒办法还设
置了申诉程序。惩戒办法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
明确申诉、受理、核查、反馈、解除的程序和时限，
充分保障被惩戒对象的合法权益。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广州11月26日电（记者 王浩
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6日印发通
知，推出包括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降低
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等系列住房公
积金惠民政策。

根据通知，广州将提高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将“一人”和“两人或两人以
上”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分别由原来
的 70 万元和 120 万元，提升至 80 万元和
160万元。

降低第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将购买二套自住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最低首付比例由 30%、40%下调至
20%，与购买首套住房一致。购买保障性
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15%。此外，通知明确提高对二孩及以上
家庭支持力度，将二孩及以上家庭（至少
一个子女未成年）购买首套、二套住房的
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上浮比例提高至
40%。

通知明确延长住房公积金贷款期
限，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借款人退
休年龄后 5 年，不超过 68 岁。在调整住
房套数认定标准方面，将住房公积金贷

款套数认定调整为在购房所在区无住
房的可按首套住房认定，在购房所在区
符合“租一买一”“卖一买一”的可按核
减后的住房套数认定。此外，通知还提
高租房提取额度，将无房租赁提取额度
由 1400 元/人/月 提 高 至 2000 元/人/
月。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政策调整后，结
合上浮机制，“一人”和“两人或两人以上”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分别达112万元
和224万元；二孩及以上家庭无房租赁提
取额度最高达5600元/月。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董瑞
丰 李恒）因为一些慢性病、常见病，患者来
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却被告知“没有药”。

针对基层“用药难”问题，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
善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 扩大基层药品
种类的意见》，努力畅通城乡、县乡之间用
药衔接渠道，提升基层药品配备和使用能
力，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扩种类 让“家门口”的药更全
我国基层诊疗量 2023 年占比已达到

52%。但部分医务人员此前反映，基层的
药品配备种类少，自主用药空间小，不同
层级医疗机构用药目录难以衔接。尤其
是上级医院转诊来的患者，他们的一些用
药在基层“开不了”。

最新印发的文件提出，规范和优化基
层用药种类。在省、市级卫生健康委指导
下，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和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的药品为
重点，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将统筹确定
用药目录，规范扩展基层联动药品种类。

同时，推动二级、三级医院用药目录
中的慢性病、常见病药品向基层下沉。紧
密型医联体可作为整体研究确定基本药

物配备使用的品种数量，通过处方实时查
阅、互认共享，为慢性病、常见病复诊患者
开具处方。

参与上述文件起草制定的专家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吴浩表示，这突破了长期以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药品目录受限的局面，基层药
品扩充配备迎来“新天地”。

防短缺 做好基层药品供应配送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一项专题调研显

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多、药品用量
少、配送成本高，中西部和偏远地区尤为
突出，导致部分企业配送积极性不高，药
品供应不稳定甚至断供。

上述文件要求，完善基层药品集中供
应配送机制。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
导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等单位，及时对
县域内基层用药需求计划进行汇总审
核。省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医保部门畅
通基层药品配送问题沟通渠道，建立协作
机制，完善药品供货企业管理制度。

同时，健全基层药品短缺预警处置机
制。紧密型医联体建立缺药登记制度，缺
药登记频次较多且经评估确有必要的，及
时纳入下一年度上下用药衔接范围。

专家表示，基层药品服务管理涉及主

体多、政策链条长、关联领域广，需要多部
门联动发力。为基层“用药难”问题开出
一整套“药方”，在强基层的同时，将促进
分级诊疗进一步落实。

惠民生 因地制宜保用药
据了解，针对基层用药问题，各省份

进行了积极探索。
山东以县域中心药房为载体，统一医

共体内用药目录，满足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病等用药需求。

河北在全省 14 个地市 201 个医共体
制定统一用药目录，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
药品重合率达到70%以上。

北京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缺药需求登记服务制度，满足患者差异化
用药需求。

福建三明对已确诊的六类慢性病（高
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疾病、慢阻肺病、
支气管哮喘、脑卒中及后遗症）患者在基
层就诊的，提供39种基本药物干预保障，
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
制度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推进药品供
应和服务下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统筹指导
监测评估，加强部门协同，研究完善提升基
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化水平的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 熊丰）近期接
连发生几起危害公共安全的极端案件，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向无辜者发动暴力攻
击，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恶行，
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舆论的谴责。

善恶是非之间，全社会的共同态度坚定而鲜
明：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法治社会建设者，对这些
暴力事件无论怎样追根溯源，都不应偏离法律坐
标，对施暴者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同
时，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严防发生极端案件，是摆在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要增强社会治理的“刚性”，防范打击必须强
之又强、硬之又硬。确保极端暴力犯罪可防可
控，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强化各类风险信息
全要素采集，进一步织密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网、筑牢防范极端案件防火墙，以细致、精致、极
致的工作作风，尽最大努力把个人极端暴力犯罪
消弭于萌芽状态，制止在发案之前。

要提升社会治理的“柔性”，推动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树牢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理念，不断健全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全周期管理
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把各项举措落实落
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摆在突出位置，兼顾情理法，真正为人民
群众排忧解难，确保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有地说，
有人管、管到底，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真正实现矛盾纠纷处理案结、事了、人和，严防小
事拖大、大事拖炸。

当前，我国每十万人命案发案数为 0.46 起，
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民群
众是“两大奇迹”的创造者，也是“平安中国”建
设的主力军，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只要充分发
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充分调动社会参与积
极性，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就一定能更好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
联合惩戒办法》12月1日起施行

广州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 下调首付比例

严惩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保障人民安全社会稳定

记者 11 月 26 日从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获悉，“中国天眼”
FAST 发 现 脉 冲 星 数 量 已 突 破
1000 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
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中国天眼”发现的 1000 余颗
脉冲星中，包括大量毫秒脉冲星
和脉冲星双星，丰富了脉冲星的
种类和数量，对于理解脉冲星的
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9月25日拍摄的“中国天
眼”全景（无人机照片，维护保养期
间拍摄）。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中国天眼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数量突破发现脉冲星数量突破10001000颗颗

破解基层“用药难”

慢性病、常见病药品加快“下沉”

新华社成都11月 26日电（记者 胡
璐 余里）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
界各国人民共同喜爱的“动物明星”。国
家林草局局长关志鸥26日说，目前全球大
熊猫圈养种群数量已达757只，种群结构
持续向好。

26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2024全球熊
猫伙伴大会上，关志鸥说，我国大熊猫栖
息地保护体系日臻完善，野外种群稳步增
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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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栖息地保护
体系，总面积从 139 万公顷扩大到 258 万
公顷，85%的大熊猫野外种群实现了栖息
地连通和种群间遗传交流。大熊猫野外
种群数量已增长到1900只左右。

随着科技支撑不断增强，大熊猫圈养
种群规模扩大。大熊猫繁育、疾病防治等
系列技术难题得到攻克。大熊猫圈养种
群遗传多样性不断上升，为保护研究、科
普教育、放归自然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
先后与20个国家26个机构开展了大熊猫

保护合作，成功繁育幼仔43胎71仔。
关志鸥还表示，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大熊猫保护
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未来将继续
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有效连通扩大生态廊
道，构建覆盖园区全境的“天空地”一体化监
测体系，适度发展科普教育和生态旅游；高
水平建设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建设世
界一流的大熊猫科研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大
熊猫合作交流，与大熊猫全球伙伴一道推动
大熊猫保护合作走深走实。

全球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达757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