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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奉化广电新春年货购物节

奉化力邦广场

2024年1月6日—2024年1月18日（上午9时-晚上8时）

上接第1版①
农居村落“变身”麦浪梯田，复

垦还田留住美丽乡愁。在西坞街
道，王家汇村江家河自然村、游雁村
前张自然村、山下地村、四维村董家
漕自然村等 4个居民点已完成签
约，即将开启征迁；四维村杨四岙自
然村建设用地复垦工程正有条不紊
地推进，预计年底可完工验收，复垦
面积50余亩；庙后周村、四维村、虎
啸刘村等村完成风貌提升，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截至目前，我区已
累计启动63个居民点退建，预计腾
退土地 714亩，完成 12个村庄的风
貌提升与未来乡村建设，新启动 10
个村庄风貌提升工程，通过全域优
化农村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布局，
实现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基础
设施、乡村治理等系统性重塑，绘就
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产业兴旺 文旅赋能
打开增收新局面

金秋时节，西坞街道庙后周片
万亩方项目高标准农田（核心区）
内，稻浪滚滚、稻穗飘香，白色瞭望
塔如同灯塔从稻田中螺旋升起，在
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游客或徜

徉在起伏的稻浪之中感受土地芬
芳，或饮一杯咖啡品乡野秋色，或拾
级而上俯瞰万亩良田……今年中秋
国庆假期，万亩乡野秋色吸引了 10
万人次纷至沓来。

“好丰景”连着“好钱景”。在临
近西坞“万亩方”稻田的杨四新苑
小区，村民们拿出看家本领制作各
类本地特色美食，借力“网红效应”
实现家门口再创业。刚刚改造完成
的西坞粮仓静静矗立在西街河一
侧，传统建筑焕发新的活力，成为融
合双中心服务阵地、文化旅游点位
和商业消费场景的地标型综合体。
在剡水田园数字农业示范区，农田
统一流转后，通过“农业园区+现代
企业+新农人”模式反雇农民，变

“靠田吃田”为“旱涝保收”。此外，
周边正配套谋划农田咖啡、垂钓基
地、大棚研学点等场景，进一步增加
村庄集体经济收入……

造一片景，富一方民。我区正
牵住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这一

“牛鼻子”，推动万千乡村华丽转身，
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养生健康、电
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在乡村空
间不断涌现，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
房，美丽经济风生水起。

紧接第1版② 今年 1至 11月，我
区已通过应急广播发布天气预警、
森林防火、公益宣传等内容 495条
次，累计时长49.9个小时。

赋能数字化社会治安防控

近年来，区融媒体中心以广电
网络和广电基建平台为依托，参与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建设，助力基
层社会治理。从2020年起，区融媒
体中心以校园安全综合治理为契
机，负责我区平安校园智慧安防平
台项目搭建，完成区教育局安全防
控信息平台和全区 142所中小学、
幼儿园校园安防系统建设，包括访
客登记查验信息管理系统、校园出
入口智能抓拍系统、校园重点部位
视频监控联网、校园出入口人车通
行控制系统及防冲撞装置。该系统
依托AI智能识别、图像分析算法等
技术，实时预警校内及校园周边和
重点场所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校
园周边事前感知能力，将风险降到

最低，极大完善了我区校园智能安
全防控体系。

同时，区融媒体中心积极参与
全区全域范围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投入400余万元，铺设一张覆
盖全区各农村路口、药店、诊所的视
频摄像万兆专网，建成一个拥有
4000T存储容量的视频摄像云存储
平台，架设视频摄像前端设备 4000
路，并横向协同公安、市场监管、医
疗等多个职能部门，与治安视频摄
像系统互为补充，成为遏制违法犯
罪、守护人民群众安全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区融媒体中心围绕“融
媒+服务”功能，不断拓展服务范
围，贯通政府信息资源，提升公共服
务能力，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拓展传媒产业空间，取得
了初步成效。未来还将通过挖掘海
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为市民提
供多元化服务，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记者 梅常伟）中央军委晋升上
将军衔仪式 25日在北京八一大
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晋衔仪式。

上午11时许，晋衔仪式在庄
严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

主席张又侠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
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晋衔仪
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
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全、海军司
令员胡中明。

晋升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精神
抖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
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
将军衔肩章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
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

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
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
升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
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今年 1月至 9月侦办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案件 68.9万起；缅北
向我移交 3.1万名电诈犯罪嫌疑
人；见面劝阻 1389万人次，紧急
拦截涉案资金3288亿元；起草电
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
合惩戒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面对发案极多、人民群众深
恶痛绝的电诈犯罪，2023年各地
区各部门坚持依法治理、多方联
动、综合施策，打击治理工作取得
显著成绩。“新华视点”记者对此
进行了梳理。

看点一：缅北向我移交
3.1万名电诈犯罪嫌疑人

当前，以“工业园区”“科技园
区”为幌子的超大犯罪集团盘踞
境外，形成规模庞大的诈骗犯罪
网络，成为打击治理电诈违法犯
罪必须铲除的“毒瘤”。

今年 9月以来，在公安部和
云南省公安厅指挥部署下，西双
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公安机关与
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边境
警务执法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打
击行动。

缅北果敢自治区电诈犯罪集
团重要头目明国平、明菊兰、明
珍珍被成功抓获并移交我公安机
关，明学昌畏罪自杀身亡，一大
批境外诈骗窝点被成功铲除，10
余名电诈集团重要头目被公开通
缉……一系列措施狠狠打击了境
外诈骗集团的嚣张气焰。

截至目前，缅北相关地方执
法部门共向我方移交电诈犯罪嫌
疑人 3.1万人，其中幕后“金主”、
组织头目和骨干63名，网上在逃
人员1531名。

随着打击治理特别是境外抓

捕力度加大，今年1月至10月，全国
检察机关共起诉电诈犯罪嫌疑人
3.4万余人，同比上升近52%。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
长张晓津介绍，近期政法机关对跨
境电诈犯罪集团开展重点打击，大
批在境外从事诈骗犯罪的人员集中
被抓捕回国，今后一段时期起诉的
电诈案件数量将呈持续上升态势。

境外抓捕也带动了一些地区电
诈发案数的下降。海南省海口市从
今年8月开始，发案数已连续4个月
同比下降，日均发案降至个位数；浙
江省嘉兴市今年 9月、10月发案降
幅明显，日均发案从30多起下降到
10多起。

“今年以来，电诈案件立案数同
比下降 17.6%，抓获犯罪嫌疑人数
同比上升 5.6%。”内蒙古通辽市公
安局反诈中心大队长王大伟说，公
安部组织打击缅北涉我电诈犯罪，
带动全市电诈发案数持续下降，抓
获境外涉案嫌疑人数明显上升。

看点二：依法对21.05万人
次进行行政处罚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自 2022年
12月 1日起施行，为打击治理电诈
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撑。记者从海口
市公安机关采访了解到，反电信网
络诈骗法出台后，当地电诈案件刑
事强制措施率由去年的48%下降至
33%，而行政处罚率由去年的 5.8%
上升至27%。

“行政处罚对那些情节轻微尚
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
与电诈活动违法人员形成了有力震
慑。”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民警黄岳文说。

一年来，公安机关依照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对21.05万人次进行行
政处罚，主要针对非法制造、买卖、
使用GOIP、“猫池”等黑产设备，非
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
施电诈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以及

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
开户等违法行为。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的行政
处罚措施，有效惩治了相关“黑灰
产”违法行为；检察机关起诉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量虽然仍高位
运行，但上涨幅度逐步放缓。最高
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10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1.5万余人，同
比上升近13%，涨幅同比下降2.2个
百分点。

看点三：联合惩戒措施正在
制定

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关规
定，今年 11月，公安部会同有关主
管部门起草完成《电信网络诈骗及
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征
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金融惩戒、
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以及纳入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惩戒措
施，对于因实施电诈及其关联犯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惩戒期限为
3年；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
认定的惩戒对象，惩戒期限为2年。

“惩戒办法征求意见稿列出针
对哪些人实施惩戒、针对哪些行为
实施惩戒，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公众
清楚认知实施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
罪行为将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实
现警示教育、预防犯罪的效果。”公
安部刑侦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断卡’行动以来，一些诈骗窝
点出现‘卡荒’，导致有人因利益诱
惑，铤而走险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
行卡、电话卡给电诈犯罪分子。”嘉
兴市公安局侦查中心执行副主任孙
伟认为，出台联合惩戒措施，将有助
于社会诚信建设，警示因贪图利益
出租出借出售个人“两卡”的人，防
止他们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

为体现惩戒的适度性，征求意
见稿规定，支付账户余额可以转出、

提现，为惩戒对象保留一张非涉案
电话卡等，保留惩戒对象基本的金
融、通信服务，确保满足其基本生活
需要。

看点四：协同治理、源头治
理迈上新台阶

今年 2月 20日，昆明反诈中心
接到群众举报称，自己可能接到一
个诈骗电话。接警员立即将号码推
送至中国电信昆明分公司进行查
询。电信部门3分钟内即反馈了该
号码的开户信息。同时，云南省公
安厅也推送了一条固话线索，两个
号码均指向昆明市呈贡区某酒店。
昆明市公安局立即行动，抓获嫌疑
人4名，查获GOIP设备3台，路由器
3台。

“得益于公安机关与电信、联
通、移动公司等企业建立涉诈电话
线索快速核查工作机制，我们可争
取用最短时间发现和铲除非法窝
点。”昆明反诈中心民警熊孟说。

为应对不断迭代升级的电诈新
伎俩、新手段，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协
同治理，不断探索新战法新技法。

从全国层面看，一年来，源头治
理不断深化，整体合力不断加强：国
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源头
管控问题突出的8个涉诈重点地区
实行动态挂牌整治；工信部压实企
业反诈责任，先后组织开展 5批次
检查，涵盖全国 22家电信企业、互
联网企业；中国人民银行加强行业
监管，先后对17家机构进行专项执
法检查，压实机构主体责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法
制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天昊认为，一
年来，打击治理工作的跨领域、跨部
门交叉合作走深走实。今后，构建
长期、持续的协同治理机制，对于不
断适应犯罪手段的演变和升级，预
防、遏制电诈违法犯罪将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2023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四大看点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记
者 魏玉坤 桑彤）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 25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以 2015年为基期，2022
年长三角区域发展指数为129.5，比
上年提高 1.6，与 2015年相比，年均
提高 4.2。六个分领域指数均有所
上升。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长三角
区域示范引领指数为124.2，与2015
年相比，年均提高3.5。从区域经济
规模看，2022年，长三角地区生产
总值为 29.03万亿元，是 2015年的
1.8倍，占全国比重为24.1%。

创新共建成效显现，区域协调
加快推进。2022年长三角区域创
新共建指数为 150.9，与 2015年相
比，年均提高7.3。长三角区域协调
共进指数逐年提高，2022 年为
128.6，与 2015 年相比，年均提高
4.1，2018年后显著提速，年均提高
6.0。

绿色发展快速提升，开放共赢

稳步推进。长三角区域绿色共保指
数在各分项指数中提升最快，2022
年达到 152.0，与 2015年相比，年均
上升 7.4。长三角区域开放共赢指
数波动提高，2022 年为 106.8，与
2015年相比，年均上升1.0。

民生共享成效突出。长三角区
域民生共享指数稳步增长，2022年
为 126.6，与 2015年相比，年均上升
3.8。从区域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发
展看，2022年，长三角区域参保患
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额超 500
亿元，是2015年的79倍。

长三角区域发展指数走势显
示，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
显著进展，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
极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的地位作用
不断夯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引领作用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
作用逐年凸显，打造新时代改革开
放新高地不断取得新突破，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从全面加速迈向全面深
化。

2022年长三角区域发展指数稳步提升

新华社酒泉12月25日电（李
国利 郭龙飞）12月 25日 9时 00
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目
一号气象星座 11-14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天目一号气象星座11-14星主

要用于提供商业气象数据服务。
这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

箭的第23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天目一号
气象星座11-14星

12月24日，陕西一家食品科技
发展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陕西省汉中
市镇巴县小洋镇绿色产业园食品加
工厂晾制车间检查产品。

镇巴腊肉是秦巴山区代表性
“土特产”，2010年获批成为国内首
个腊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年
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建立健全
标准体系，以“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布局腊肉全产业链。
截至目前，镇巴县共有腊肉加工作
坊和加工企业20余家、专属养殖基
地 35 个。镇巴腊肉年生产能力达
5000吨，带动就业8000余人。

新华社发

秦巴深处 腊味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