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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韩佳诺 潘洁）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2%。

“总体来看，2024年全年物价总体保持温和
上涨态势。尤其是近段时间，核心 CPI 持续回
升，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降
幅收窄。”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
究员刘方说。

从2024年12月份数据来看，全国CPI环比
持平，同比上涨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继续回升，同比上涨0.4%，涨幅比上月扩
大0.1个百分点。

具体看，2024年12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
降 0.5%。食品中，猪肉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12.5%和0.5%，涨幅均有回落；鲜果、牛肉、羊肉、
食用油和粮食价格降幅在1.3%至13.8%之间。非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同比上涨0.2%。2024
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均下降
2.2%，降幅比上年分别收窄0.8、1.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2024 年 12 月份，受部分行业
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传导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3%，同
比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在各级法
院全面应用统一规范、要素齐全的起诉状、
答辩状示范文本，引发各界关注。最高法立
案庭、民一庭、民二庭有关负责人9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要坚决防止以强制应用
示范文本为由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有案
不立，充分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人民法院严格贯彻立案登记制要
求，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对有案不立
的，要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最高法
立案庭有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2024 年 3 月，最高法、司法
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通知，针
对金融借款、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等11类
常见多发的民事案件，制定表格化、要素
式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

最高法民二庭有关负责人介绍，示范

文本将起诉答辩的内容要素化、提示指引
精细化、填写工作简捷化，有助于解决此前
民事诉讼文书样式较为简单，对当事人起
诉、答辩指引性不足，难以满足不同类型纠
纷解决需求等问题，提高审判工作质效。

据悉，最高法近日通知要求人民法
院全面推广应用示范文本。各级法院通
过诉讼服务大厅、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
等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提供电子版起诉
状、答辩状示范文本。不少法院张贴示范
文本二维码，制作图文结合的填写指引，
为群众提供下载或者扫码填写服务。

“发布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是
为了方便群众诉讼。”最高法立案庭有关
负责人表示，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选
择，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填写起诉状、答
辩状示范文本的，不影响同步提交其按照
自己表述习惯形成的起诉状、答辩状。

“对一些当事人不会填的情况，我们
加大辅导指引力度，对老年人等特殊困
难群体还提供诉讼咨询和代写起诉状服
务。同时坚持数字赋能，一些法院探索
将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要素嵌入在
线诉讼服务平台，当事人只要上传起诉
状，就能根据示范文本样式自动识别要
素并自动回填。”该负责人说。

最高法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人
民法院将根据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使
用示范文本过程中提出的改进建议，持
续优化示范文本内容，加快智能辅助填
写功能建设，提供智能识别、回填等服
务，逐步扩大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使
用案由。同时，对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
的跑偏走样、执行“变味”等问题，将加大
督导力度，严肃予以纠治，不断推动司法
便民利民措施走深走实。

1月9日，顾客在山东省枣庄市一家超市选购商品。
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0.2%。 新华社发（孙中喆 摄）

上法院起诉必须用“示范文本”才能立案？最高法回应来了

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记者李华 周
圆 邱星翔）西藏日喀则定日县6.8级地震
震后进入第三天。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
样？为何此次地震房屋受损如此严重？
接下来将开展哪些工作？针对社会关
切，有关负责人在9日举行的此次地震受
灾救援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一一回应。

“当前第一轮全范围搜救工作已经
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会深入细致地
开展大规模的搜救，坚持不漏一村一人，
全覆盖无盲区，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
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说。

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样？
“在国家及社会各界支援下，受灾群

众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郝涛介绍，
灾区共设置224个安置点，安置人员4.75
万人；搭建帐篷 12730 个，安装加热设施
12043个；紧急调运援藏毛毯、取暖器、食
品、药品等物品共61.2万件。

医疗卫生方面，各级医疗机构累计
收治伤员337名，经救治后出院246名，医
疗救治工作正逐步从应急救治转向规范
治疗。同步开展安置点防疫消杀、设立
医疗服务点等。

在基础设施方面，地震灾区电力、通
讯、交通等已基本恢复。

记者了解到，经过抢修，震区5处国

省干道公路已全部抢通实现单车通行，
10处农村受损路段已正常通行。震区附
近4座受损水库，2处已采取降低水位处
理，其余运行正常。此外，暂停的拉日铁
路也已恢复运行。

房屋缘何受损严重？
截至目前，经初步排查，地震造成

27248 户房屋受损、3612 户房屋倒塌。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副
书记、厅长李修武在发布会上说，此次
地震房屋受损严重，主要是因为地震等
级高、烈度强、震源浅，震中周边乡镇、
村庄相对集中，才造成较为严重的房屋
受损。

根据西藏自治区地震局现场调查工
作人员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极震区烈度
达到9度，破坏性极强，对房屋建筑造成
了较大破坏。其次，此次地震震中位于

“申扎—定结”构造裂谷内，震源深度仅
10公里，属浅源地震。震源越浅，破坏力
越强，对地表建筑物的破坏力更大。

李修武还介绍，震中与周边集镇、村
庄距离近。本次地震震中周边5公里内
有7个村庄，震中20公里范围内有2个乡
镇，震中与周边集镇、村庄距离近，导致
集镇、村庄受损房屋较多。

目前西藏住建部门正在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奔赴灾区，全面排查灾区房屋，及

时排除险情，并同步开展灾损评估，为下
一步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打下基础。

下一步救灾重点在哪？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针对地

震灾区高原缺氧、低温严寒的特殊情况，
下一步御寒保暖问题将是抗震救灾工作
的重点，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深刻认识到灾区地处高海拔区域
的特殊情况，把受灾群众御寒保暖工作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郝涛说。

据郝涛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受
灾群众安置工作，协调相关部门继续向
灾区调运救灾物资，提升受灾群众临时
安置生活水平，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在做好御寒保暖工作的同时，还将
做好受灾群众抚恤、心理援助等善后工
作，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给
予重点关注和特殊照顾。

同时，西藏还将全面排查受损房屋
及地质灾害隐患，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和
安全巡查，避免发生次生伤亡；积极组织
开展地震灾情调查、灾害核查、综合评
估，进一步统计灾害损失。

除此之外，在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
建阶段，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加大人员统
筹、物资调配，跟进做好新增安置点接电
工作，加强电力设施运行维护，确保受灾
群众可靠用电、温暖过冬。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高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日前发
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对养老
服务工作进行体系化制度设计的纲领性政策文件。
1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意见进行
解读。

失能老人怎么养失能老人怎么养？？
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要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要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

此次意见首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要以失能老年
人照护为重点，要求增强居家、社区、机构等不同服务
形态的失能照护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全
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到62.2%，为符合
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30余万张，照
护供给规模不断扩大。

唐承沛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
健全全国统一的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制度，推动精准
高效配置失能照护资源；同时，推动失能照护资源下
沉到城乡社区，延伸到老年人家庭。民政部门还将会
同相关部门加强失能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失能照护
质量评价体系，提升失能照护质量安全。

养老人才如何留？
研究建立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

意见要求，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据了解，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指导技工

院校开设康复保健、健康与社会照护等专业，推进工
学一体化培养模式，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同时积
极培育养老服务领域的劳务品牌。目前已经培育了
500多个养老服务劳务品牌，带动700多万人高质量
充分就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
舵在发布会上介绍，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
会同民政部研究设立养老服务专业技术类的新职业，
研究建立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进一
步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

吴礼舵还表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会同民
政部，在摸清养老领域用工需求、岗位缺工情况的基
础上，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
务”的项目化培训模式，力求培养更多专业化、职业化
的养老服务人员。

农村短板怎么补？
加速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

为重要内容
意见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提出因地

制宜扩大农村养老服务供给、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发展养老服务等举措。

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唐珂表示，
要加速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作为
重要内容，支持村集体依法盘活闲置农房、校舍、卫生
院等资产；发展互助养老服务，综合利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党员活动室、村图书室等，进一步拓展村级
养老服务场所空间。

唐珂还提出，要依法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土地承包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合法权益；进一
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引导有条件的村积极发展村
级养老事业。

银发经济如何发展？
从做好服务上做文章，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
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释放养老消费

潜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介绍，近段

时间以来，我国着力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医养结
合能力提升行动，强化老年用品创新，培育壮大市场
规模，优化发展环境，银发经济发展培育取得进展。

“银发经济前景广阔。”刘明在发布会上说，下一
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深挖和培育银发经济消费潜
力，从做好服务上做文章，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

刘明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做强主体，加快培
育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做优产品，引导经营主体
匹配细分市场，健全产品服务的标准规范，提高产品
服务品质和适老化水平。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
促进养老与医疗健康、文化旅游、金融等产业融合，让
老年人在医疗、出行、娱乐等方面更加方便。

财政如何支持？
进一步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效能

意见提出，完善财政支持相关政策。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葛志昊在发布会上介

绍，2019年至2024年，全国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
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过5600亿元，年均增长11%。

葛志昊表示，下一步，财政部门将指导各地根据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大对养老
服务的资金投入。同时，加强对养老服务领域财政资
金的预算管理，强化绩效考核和财会监督，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

如何更好保障老有所养？
——国新办发布会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群众如何安置群众如何安置？？房屋缘何受损严重房屋缘何受损严重？？下一步重点在哪下一步重点在哪？？
相关部门回应关切相关部门回应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