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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十二月十四

省纪委十三届五次全会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分析我省持续净化政治
生态面临的形势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作出
部署安排，进一步彰显了从严管党治党的坚
定决心和鲜明态度。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推动政治生态全面重塑、根本好转，让
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肌体更加健康有力。

办好辽宁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二十大以来，省委坚
持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
以猛药祛疴的决心、抓铁有痕的韧劲、务实管用
的举措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党风政风更加清正
向好，反腐败战果更加巩固拓展，政治生态更
加清明清朗。过去一年，省委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这一手不放松，推动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根
本扭转，各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升，
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进一步激发，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有力引
领保障了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连战连胜。

腐败犹如毒瘤，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公平
正义，危害经济健康发展，是实现全面振兴的

“拦路虎”“绊脚石”。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当
前我省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
生，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
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巩固发
展政治生态良好局面还面临不少挑战。这深
刻警示我们，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
性、复杂性，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
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

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
战、总体战，我们头脑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
坚决，保持战略定力，廓清思想迷雾，增强推进
自我革命的自觉和坚定，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
让，以更大力度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决胜之
年，尤为需要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尤为需要良好政治生
态的有力支撑和不断涵养。我们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
党，发挥纪律建设治本作用，不断提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能力水平，不断加大遏增清存力度，常态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持续深化源头治理，着力铲除腐败滋生
的土壤和条件，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凝聚全省上下团
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省各级党
组织要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
贯到底，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实现新时代辽
宁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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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工作，主体是代表，基础在代
表，活力看代表。

翻开省人大常委会一年来的代表
工作成绩单，各项数据令人振奋——

全国人代会上，辽宁代表团共提
交代表议案5件、建议255件（含15件
代表团建议），数量适度增长、质量显
著提高；省人大代表提出的 11 件议
案、696件建议全部办理；全年共邀请
代表700余人次参加省人大常委会及
各专门委员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2024年，在省委领导下，省人大常
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科学谋划工作思路，细化具体工作任务，
以“求实、求细、求新、求精”的作风推
动工作，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切实尊重
和保障代表主体地位、发挥代表主体作
用，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有力服务保障，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呈现新气象。

强化学习培训
提升“两种能力”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2024 年 5 月 8 日，省人大常委会
在辽宁雷锋干部学院举办辽宁省十四
届人大代表第四期培训班，帮助代表

“充电蓄能”，更好践行这句扎根在心
中的庄严承诺，提升代表的政治能力

和依法履职能力。
去年，像这样帮助代表练好“内

功”的学习培训、辅导讲座多次开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思想，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高质
量履职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一次
次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学习培训，一
场场具有针对性、指导性的履职经验
交流，从代表实际工作需要出发，突出
理论武装、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进一
步让代表们丰富知识储备，拓宽工作
思路，提升履职能力。全年共培训全
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425人次。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加强代表
学习培训作为提升代表工作能力的
重要抓手，创新培训方式方法，采取
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研讨交
流与履职分享相结合等培训方式，实
现代表学习培训需求、对象、内容、形
式“四个精准”，切实提升代表的政治
能力和依法履职能力。

健全制度机制
密切“两个联系”

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
民，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密切
国家机关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密切人
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形成
双向互动、协调推进的工作格局，不
断厚植人大工作的民意基础，尽责之
基越筑越牢。 （下转第二版）

强化履职服务保障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2024年代表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陈博雅

春节临近，正是锦州北镇市中安
镇六台子村菜农宋兴华一年中最忙的
时候。“春节前后，棚菜价更高，市场流
通更快，所以忙得连轴转。”宋兴华仔
细摘下大棚里刚成熟的辣椒，小心地
放在箱子里，“棚菜想要卖个好价钱，
品相很重要。运输时就怕磕碰，一旦

‘破相’，价格就会打折。”
前些年，六台子村棚区周边路面

破损严重，大车进不来，宋兴华只能用
自家的小三轮往外运菜，蔬菜常被颠

簸得“破了相”，导致卖不上价。去年，
北镇市扎实推进农村公路维修改造，
给各村重铺了路面，改造了边沟，中安
镇39个行政村的农村公路实现了100%
硬化。有了好路，棚菜能卖上价了，宋
兴华的底气也足了，今年一口气承包
了65亩蔬菜大棚。

路路通方能业业兴。2024年，全
省共建设改造农村公路6171公里，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更多的辽宁“好贺
儿”正沿着平坦村路走向全国。

交通运输，一头连着百姓生计，一
头连着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开路先锋”。去年以来，我省以重点
项目为依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主动
脉”逐步完善、“微循环”更加畅通。
2024年，我省共实施重点项目430个，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5%，创六年来新
高。全年全社会客运量 5.24 亿人次，
同比增长 6.8%；货运量 18.5 亿吨，同
比增长2.9%。

2024 年 12 月 27 日，凌绥高速公
路红云山隧道实现贯通，为凌绥高速
提前一年通车奠定了基础。

以高速度建设高速路，过去一年

是辽宁高速公路建设的“丰产年”。全
年共实施高速公路建设 9 条，总里程
达1045公里。其中，新开工高速公路
2 条，续建 6 条，建成通车 1 条。截至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已达 4409 公里，
高速公路网密度居全国前列。

不仅县县通高速，我省还将在全
国率先实现市市通高铁。住在沈阳
市大东区新开河畔的许潇文家不远
处就是沈白高铁施工现场，她告诉记
者，自己盼着这条高铁早点儿开通，这
样就能带着孩子坐高铁去长白山玩
了。届时，从沈阳到长白山只需1.5个
小时。 （下转第四版）

辽宁去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5%

振兴“开路先锋”疾步向前行
本报记者 孙大卫

本报讯 记者胡海林报道 1月
10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去年全
省完成水利投资 258.14 亿元，同比增
长 15.1%，创历史新高。其间我省共
推动1177个水利项目建设，为全省夯
实水利基础、提升供水能力、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水网建设方面，我省实施了一
批水资源配置项目。“南线”辽东半岛
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列入国家“两重”
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单；“中
线”中南部地区供水工程实现工期与

进度“双过半”；“北线”省重点输供水
朝阳输水线路隧洞工程超额完成年度
建设任务；盘锦应急供水主体工程完
工，并通过通水验收。

在防洪安全方面，我省实施了一
批防洪基础设施项目：治理中小河流
1030 公里、重点山洪沟 79 条，实施大
中型水库（闸）除险加固32座，保护人
口464万人、耕地519万亩；新建、改建
中小河流水文（水位）站 286 处、中心
站 51 处，流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至
3000 平方公里中小河流水文站自动

监测率达到 100%。备受关注的辽河
干流防洪提升工程，目前主体建设已
全线完工，葠窝水库除险加固主体建
设已完成85%。

在民生水利方面，我省实施一批
乡村振兴发展项目：建设农村供水工
程300处，受益人口71.8万人，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88%，提前完成“十四
五”规划目标；实施灌区改造及涝区治
理项目44项，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
积 152 万亩，改善易涝面积 463 万亩；
实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程54个，受

益移民村 1100 个、人口 44 万人；实施
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4783条，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979.7平方公里。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全省水利系统将继续围绕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抓实水安全保障这个
关键环节，优化水利项目和布局。重
点加强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等综合治理，扩大投资规模和投
资效益，力争完成 270 亿元以上，确
保“十四五”水利投资突破 1000 亿元
大关。

共推动建设1177个水利项目

我省去年完成水利投资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为确保12345热线诉求真正实现首
接负责、接诉即办，切实杜绝诉求
办理中推诿扯皮、拖延办理等现
象，我省把制定完善12345热线“确
权责任清单”作为突破口，建立省、
15个地区（含沈抚示范区）、100个
县（市、区），覆盖4627个具体事项
的确权责任清单体系，优化完善全
省诉求办理一键直达、精准分派机
制，进一步促进热线诉求接办质效
全面提升。去年全省 12345 热线
平台退件量同比下降45%。

去年，省营商局下发《关于进
一步开展 12345 热线确责清单梳
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任务量，统筹推进确权梳
理工作。抽调省民心网、省 12345
热线平台、各地区12345热线平台

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明确责
任分工，在清单样本基础上，以地
市为单位逐级细化属地确责清单
目录；选取工作基础好、网格体系
完善的沈阳市铁西区、鞍山市台安
县开展试点工作，形成城市区域和
县域两个确责清单样本；组织全省
12345 热线平台开展系列解读培
训，进一步规范事项认定、归类认
定标准，规范向基层派单行为。

结合省《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管理与服务规范》交办事项清
单目录，我省按照各地区、各部门
职责分工，遵循统一分类、统一名
称、统一标准的原则，并结合地区
实际，厘清职责边界，逐一明确责
任单位，确保诉求事项能够精准派
送、一键直达。通过梳理细化事项
目录，逐级逐项确权确责。

我省消除12345热线诉求受理“模糊地带”

亮出职责清单 实现“接诉即办”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1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
总队发布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变化
情况（CPI）。调查数据显示，2024
年1月至12月，我省CPI同比上涨
0.2%，涨幅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
列全国第13位。

去年 12 月，八大类商品及服
务价格同比变动呈“四涨四降”态
势。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

上涨 5.6%，衣着类价格上涨 1.6%，
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 0.8%，
居住类价格上涨 0.2%；生活用品
及服务类价格下降 0.5%，食品烟
酒类价格下降 0.8%，医疗保健类
价格下降 0.8%，交通通信类价格
下降 1.6%。从环比价格看，衣着
类、居住类、教育文化娱乐类、医疗
保健类价格与上月持平，食品烟酒
类价格下降0.1%。

2024年全省CPI同比上涨0.2%

详见三版▶

进入 1 月，兴城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上水库库盆已累计
开挖38万立方米，各项工序正
安全、平稳、有序推进。据了
解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10.079 亿
元，规划总装机容量 1200 兆
瓦，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
12.04 亿千瓦时，可承担区域
电力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
关键任务，对推动辽宁新能源
发展、持续优化东北电网发展
布局、保障电力供应具有重要
意义。图为兴城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建设现场。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兴城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正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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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2024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新一轮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加强回收循环利用能力建设是“两
新”政策部署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废为
宝、循环利用是朝阳产业，使垃圾资
源化，这是化腐朽为神奇，既是科
学，也是艺术”“通过高水平环境保
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
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
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

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资源高效

利用……在中国，循环经济展现非
凡“魔力”。

子牙河畔的传奇“重生”
还有“吞垃圾吐宝贝”的产业园？

“你没听错，我们开发区里就
藏着这么一座‘城市矿山’。”天津
子牙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彦江谈笑间，引着记者来到位于

天津静海区的天津子牙循环经济
产业园。在这里，可循环利用资源
能得到精细化“开采”。

早在30多年前，天津子牙河畔
的居民就做起了废铜烂铁里的“淘
金”生意——走街串巷收来废电线、
废家电等，进行家庭小作坊式拆解。

然而，在空地堆干柴、烧电线、挑
铜丝……几乎“家家点火，户户冒烟”
的“野蛮”发展模式，让当地一度陷入
生态恶化的泥沼。 （下转第四版）

循环经济展现非凡“魔力”
新华社记者 丁锡国 邵香云 白佳丽

立足经济监督 打造“特种部队”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