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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孙少龙）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 10 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2024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
况。2024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87.7 万件，处
分 88.9 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73 人。

通报显示，2024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
访 举 报 356.3 万 件 次 ，其 中 检 举 控 告 类 信 访 举 报
100.7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217.5 万件。立案 87.7

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73 人、厅局级干
部 4348 人、县处级干部 3.5 万人、乡科级干部 12.1 万
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0.4
万人。处分 88.9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68 万人、政务
处分 27 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73 人，厅局级
干部 3838 人，县处级干部 3.1 万人，乡科级干部 11.2
万人，一般干部 12.8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61.3 万人。

根据通报，2024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
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 214.8 万人次。其中，运用
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 124.8 万人次，占总人次
的 58.1% ；运 用 第 二 种 形 态 处 理 75.6 万 人 次 ，占
35.2%；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 7.2 万人次，占 3.3%；运
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7.3 万人次，占 3.4%。同时，坚持
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 2.6 万人，移送检察
机关 4271 人。

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88.9万人
包括73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新华社拉萨1月10日电 距离 1 月 7 日 9 时 5 分西
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已过去72小时。

地震发生当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
要指示；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会议强调，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处在关键阶
段，不能有丝毫松懈。

灾情牵动全国人民。围绕 72 小时后的公众关切，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个受灾严重的乡镇、村庄安置点
进行探访调查。

物资保障和医疗救治情况如何？

目前，第一轮全范围搜救工作已告一段落，救援搜
救工作已转为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

在地震中，西藏定日、拉孜、萨迦、萨嘎、定结5个县
26个乡镇206个村（社区）受到波及，约6.15万名群众不
同程度受灾。经过前一阶段的努力，目前救援力量克
服高寒缺氧困难，抗震救灾总体顺利。

——地震灾区共设置224个安置点，安置人员4.75
万人。

——地震损坏路段在最短时间内抢通，到 8 日，定
日县 G318、G219、S516 重要干线公路和县乡道均能保
障通行。

——通信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8日2时、9时、11
时许，电信、联通、移动分别抢通最后一个基站，地震灾
区乡村通信网络服务逐步抢通恢复。

——电力供应逐渐恢复，目前电网供电能力已基
本恢复至震前水平。

在从定日县城到长所乡的道路上，记者看到，仅挂
着“西藏山南”字样的大卡车，半小时就经过了40多辆，
车上装满木柴、牛粪等保障受灾群众过冬的燃料。

截至1月9日9时，已累计收治伤员337名，经救治
后出院 246名，仍在院接受治疗 91名，其中轻症 72名，
重症19名。医疗救治工作正逐步从应急救治转向规范
治疗。

在定日县塘仁村临时医疗点的帐篷里，简易床
边摆放着常用的感冒药、退烧药等各类药品。正在
整理药品的驻点医生次卓玛告诉记者，现在许多村
里的安置点都有包村医生，可以及时处理灾区群众
的常见疾病。

在措果乡野江村，西藏阜康医院支援的驻点医生
曾浩说，目前医疗点已经可以提供基本的感冒、头痛、
胃病等治疗药物，“之前有孕妇筛查出感冒，我们现在
也有了可以给她吃的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辆流动
的B超车。”

10日，各级应急救援、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公安干
警、部队官兵和社会应急救援力量有序开展搭建、搬迁
和废墟清理工作，医疗卫生人员对安置点进行了消杀
和药物补给。

如何克服高海拔严寒低温困难？

地震灾区高原缺氧、低温严寒。做好受灾群众安
置工作，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是下一步抗震救灾工
作的重点。

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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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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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凌晨3时，在定日地震受灾最严重的长所乡古

荣村，村广场上 15顶帐篷内外灯火通明。37岁的达瓦
顿珠正在给炉子添火。他告诉记者，政府发放了帐篷、
被褥和炉子。生起火，很快就暖和起来，帐篷里的温度
有二十三四度。

据了解，目前古荣村受灾群众的吃饭、取暖问题都
得到有效解决。除了军用被褥，他们还领到了羊绒制
的藏式毯子，每个人都能盖一两条，一旁的火炉中火苗
跳动。

10日凌晨 4时，在措果乡的安置点上，西藏军区某
部队正在卸载急需物资。

“我们运来 4000斤蔬菜、1000斤牛羊肉，可以供这
个安置点100多人一周之需。”战士李建平告诉记者，后
续还将继续加大供给，让受灾群众能吃上热腾腾的饭，
住进温暖的帐篷，确保大家温暖过冬。

中建八局二公司党群部负责人刘敏正在指挥搭
建折叠箱房。她说，地震后，公司立即联系拉萨的板
房生产企业，连夜加工出 40 套折叠箱房，无偿捐赠给
受灾群众。

记者看到，这一批暖白色的折叠箱房为整体结构
设计，所有拼接处采用咬合式设计，密封保温性能好，
一级防火、抗震、防风、防漏雨。

古荣村村民卓玛次仁说：“地震发生后，政府很快
就给我们发了各类物资，没想到能那么快搬进板房，有
房子肯定住得更舒服。”

灾区的牲畜也有了保障。记者在村里看到，救灾
物资还包括一捆捆牧草。一头头小牦牛围着牧草堆，
肚子吃得圆鼓鼓的，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

回归正常生活将在哪些方面加力？

记者在震中多个安置点看到，目前保障群众基本
生活、取暖的食品、火炉等物资已全面发放，一些安置

点还发放了妇女卫生用品、婴幼儿用品和儿童衣物
等。有干部表示，未来将继续关注妇女、儿童和老人的
需要。

记者 9日、10日走访多个震中安置点看到，一些安
置点已经用上电灯和电取暖器，但也有部分村庄还存
在电压不稳等情况。

震中乡镇电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电力维
修团队正在加紧抢修。“所有帐篷都要通电，每个安置
点平均要拉 80个以上的新点位。我们都在加班加点，
希望能尽快保障所有灾区群众用电。”电力维修团队工
作人员说。

8 日，随着影响最严重的长所乡、措果乡、曲洛乡
3 个乡政府恢复供电，定日县用电负荷已恢复到震前
水平。

一些受灾群众期盼尽快稳定居住环境、推出重建
方案。

“很多东西都在原来的房子里，但不能住人。”
野江村的塔觉期待能住进板房。古荣村一名村民
表示，想尽快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建筑质量也要能
保障安全。

10 日，记者在位于震中的措果乡、长所乡看到，当
地部分安置点已完成板房选址，一些材料已陆续到达
安置点。在古荣村，板房搭建已基本接近尾声，首批群
众下午已经入住。

在措果乡，雪珠村村民向记者展示了自家垮塌房
屋和被砸车辆的照片。“很想尽快了解下一步的重建
方案是什么样，能让生活恢复正常。”“现在安置点群
众的基本生活已经有了初步保障，我们希望能尽快推
进对村民房屋的处置和重建工作。”长所乡一名驻村
干部说。

（记者翟永冠、李华、胡旭）

地震72小时后，西藏定日灾区群众安置情况如何？

1月10日，工人在施工现场搭建活动房屋（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