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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备受瞩目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 1
月 6日至 8日在北京召开，这是新时代新征程

上中国共产党谋划推进自身建设的又一次重

要会议。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

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关键时期。百年大党，千秋伟业，赶考远未结束。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致力于中国式

现代化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新时代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大潮滚滚，总会荡涤杂质。引领时代，必

须超越自我。

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掷地有声：“我们只

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我们党

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

一个政党”。

这是我们党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在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探索出的制胜

之道，是我们党成功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

期执政的必由之路。

（一）党的自我革命为何永远在路上？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

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

们党既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题。大党独

有难题，归根到底要靠大党自身力量来解决。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刚刚过去的 2024 年，中国共产党重拳反

腐的力度再次震撼世人。

据统计，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

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达 58名。不论“封疆大

吏”，还是“部委掌门”，多名身居高位的“一把手”

任上被查，再次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习近平

总书记10多年前斩钉截铁讲过的那句话——

“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

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

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

利剑始终高悬，永远吹冲锋号。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第 13 个年头，党

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是：“依然严峻复杂”。面

对持续高压反腐态势，缺少敬畏者有之，处心

积虑者有之，貌恭而神离者亦有之。

绝非运动式整治、一阵风式反腐，中国共

产党自我净化的恒心百折不挠、自我再塑的

决心坚如磐石。

人们清晰记得，2024 年初的二十届中央

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警示全

党：“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

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征程反腐败斗

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

2024 年岁末，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响鼓重锤：“对反腐

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

不能松懈，决不能手软。”

坚决的意志，来自深沉的忧患意识。

腐败，作为社会毒瘤，自人类进入阶级社

会以来，便如影随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共产党员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总有病毒病

菌隐形变异、潜滋暗长。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党

之“大”，绝不只是人数规模之大，而是思想伟

大、胸怀博大、肌体强大。

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苦难

与挫折中成长，在闯关夺隘中逐渐壮大，常怀

远虑、居安思危。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从我国历史上一个

个封建王朝荣枯兴衰，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历史

周期率反复上演。 （下转第 3版）

“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
——写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之际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本报通讯员 刘金花 戴世强

走进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长

客）转向架事业部焊接产线，一排排焊接机械手繁忙作业。带

领班组开创一线工人编制大型焊接程序先河的焊接机械手班

班长谢元立，一边查看自动焊产线的运转情况，一边琢磨建设

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焊接管理体系的创新课题。

中车长客是我国核心轨道客车研发、制造、检修及出口基

地。近年来，公司在长春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下，系统推进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积极构建技能人才培养新体系，激发技术工

人“学习成长、创新创造”热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以赛促用，催生“高铁”般成长速度

“走出农村，从职校毕业进入公司时，我曾以为这辈子最

能出人头地的人生路线就是干好工人当班长，然后找机会转

干部。”轨道车辆装调工艾子洋说。

令艾子洋没想到的是，2020 年，33 岁的他评上了公司首

席操作师、中车资深技能专家，并成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的带头人。 （下转第 2版）

中车长客超 90%的工人达到高级工及以上技能等级

打破成长“天花板” 激发创新“动力源”

本报记者 秦亦姝

近七成受访者没休完 2024 年的年假，而

超 60%未休年假的受访者是主动选择放弃。

2024年底一项调查显示，与往年相比，劳动者

放弃休年假的比例显著增加。

今年 1月 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关于做好《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企事业等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且经职

工本人同意未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者安排职

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应

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依法支付工资报酬。

带薪年休假，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

权利，为何越来越多人却选择“主动”放弃？如果

放弃年休假，劳动者依法又可获得哪些“补偿”？

多因素影响休假“抉择”

记者调查发现，职业发展压力、工作繁

忙、“请假羞耻”等，是劳动者放弃休年假的

主要原因。

日前，前程无忧 51job发布的关于企业年

假制度和职场休假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有

25%的受访者主动放弃休年假的原因是出于

考虑“个人职业发展”。

“单位没有禁止职工休假，但我们是项目

制，休年假意味着无法跟进正在进行的项目。”

某央企入职刚满 3年的小付表示，虽然身边有

同事休年假，但自己想先把手上项目做好。

“跟进很久的项目，担心休假了一旦被人

‘截和’，就会前功尽弃。”还有受访者表示。

除个人职业发展的考量，工作繁忙、没有

时间也是许多劳动者放弃休年假的重要原

因。2024 年 8 月，有媒体发起的一项线上问

卷调查显示，对“休年假的最大困扰”，超 30%
的人选择“工作量太大，没时间休”。

“手里的工作太多，一下休 5天，又不能完

全让别人代劳，即使休假了，心理上也做不到完

全放松。”已工作5年的小文表示，工作“忙不开”

成为他放弃休年假的重要原因。（下转第3版）

职业发展压力、工作繁忙、“请假羞耻”等困扰劳动者

“主动”放弃休年假，能否获得补偿？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通讯员 张云普

近日的黑龙江大庆，最低气温降至零下

20 摄氏度。但大庆古龙页岩油施工现场，井

架高耸，钻机轰鸣，一片火热。

“我队刚交出两口平台井，打好井、多交

高效益井，‘把红旗一直扛下去’。”大庆钻探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钻探）1205钻井

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段永坚说。

2024年 11月 1日，随着中国石油持续重组

改革，大庆钻探揭牌成立。

万象更新，于大庆钻探人而言，有很多改

变，也有始终如一的不变。

改革带来新变化

大庆钻探是个光荣的名字，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始终是钻探人的红色基因。

60 多年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老一

辈大庆钻探人，创造了世界石油钻井史上的

奇迹。

60 多年来，大庆钻探人累计钻井超过

18.4万口、进尺突破 2.47亿米。

随着中国石油重组改革，大庆钻探从过

去隶属于大庆油田的二级企业跃升为一级企

业，走向市场，如何活下来、好起来、强起来？

过去，大庆钻探“背靠”大庆油田“好乘

凉”。一大批工程人，“苦脏累”从来不怕，一

“算账”却“挠头”。

2024年 10月 8日，在铁人王进喜诞辰 101
周年之际，大庆钻探党委向全体员工发出动

员令——转观念、学铁人、勇突破、塑荣光，以

新思维、新观念、新思想，迎接新征程，重塑铁

人队伍荣光。

“唯进尺论英雄的观念要丢掉。”2024 年

10 月 10 日，作为铁人老队长接班人的现任

1205钻井队队长段永坚在队转观念讨论会上

说。大庆钻探 1205钻井队擂响战鼓，建立“精

益精细、转型升级”经营模式。

（下转第 3版）

大庆钻探揭牌成立，建好队伍续写“铁人精神”

在变与不变之间坚守初心

本报讯 （记者康劲 通讯员魏列

树）“企业有企业的效益考量，学校有

学校的教学目标，通过工会搭台，校企

双方顺畅融合，真正实现了双向奔

赴。”宋道春是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

的党支部书记，他所说的工会搭台，就

是甘肃省兰州市总工会全力推进的

“校企+工会”产业工人培育阵地建设。

2024 年 5 月，兰州装备制造技师

学院成为兰州市首家“校企+工会”产

业工人培育阵地的挂牌单位，国家级

技能大师孙怀君、张勇等被聘为学院

客座教授，走进课堂“手把手”带徒传

技；学院骨干教师王勇勇、杨杰等人也

走进兰州兰石集团的技能比武现场，

在参与命题和执裁的同时，也进一步

摸准企业需求，为教学增添鲜活内容。

从过去目标不一、沟通不畅，到如

今优势互补、交融互促，兰州装备制造

技师学院的变化并非偶然。

2023 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立

足兰州老工业基地的基础和优势，加

快构建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总部经济

为引领的“3+2”现代产业体系，打造

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生物医药、新材

料、装备制造、数据信息等优势突出、

特色鲜明的“6+X”先进制造业产业集

群，奋力筑牢“强省会”产业根基。为

此，兰州市总发挥组织优势，整合资源

力量，启动“深度服务产业集群，大力

助推强省会行动”，加速推进“校企+
工会”产业工人培育阵地建设，引导各

大链主企业和重点职业院校，共同发

挥引领带动作用，全领域、全过程“建

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截至 2024年 12月底，兰州市总相

继在兰州装备制造技师学院、兰州石化

公司培训中心、兰州兰石集团、兰州城市

供水集团、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挂

牌成立10家“校企+工会”产业工人培育阵地，形成“舰群效应”。

“工人好，省会强，工会组织必须主动担当作为，形成改革

合力。”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蒋伟传说，“‘校

企+工会’也是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的重

要举措。”

在建设过程中，兰州市总全面推进实施职业技能“技苗”成

长、“技艺”锤炼、“技心”培养、“技领”示范和产业技能“头雁”行

动，形成企业和院校发挥各自优势、竞相发展、协同推进技能人

才培养的新格局。兰石集团、海信空调等百余家企业与院校建

立合作，开展千余堂工学一体培训课，近万名学生开展“工学交

替”实习，2万多名企业职工参加了各院校组织的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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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记者邹多为）西部地区在全

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围绕以大开放促进大开

发、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筑牢国门安全屏障、支持打造一

流口岸营商环境等四个方面，海关总署 5 日出台 15 项措施支

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确有需要且符合条件的地区按规定

程序申请口岸开放或扩大开放；探索创新江海联运、铁海联运

等海关监管便利化措施；支持成都、重庆、昆明、西安、乌鲁木

齐等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加大特色农食产品品牌培育力度，推

动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酒类等优势特色产品扩大出口；

支持保税研发、保税维修、保税再制造、保税展示交易、融资租

赁等新业态在西部地区落地；支持西部地区海关与地方共建

口岸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加强核生化爆、武器弹药、毒品等

领域打私联合整治；支持更多海关改革举措优先在西部地区

复制推广等。

海关总署表示，下一步，将指导西部地区海关充分发挥协

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推动 15 项支持措施落地见效，助力优

化区域开放布局，合力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加快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海关总署出台15项措施进一步
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本报北京 1月 5日电 （记者刘静）记者

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月

5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安排图定旅客列车 13028 列，较调图前增加

230 列；开行货物列车 22859 列，较调图前增

加 91 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

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调图是国铁企业充分运用铁路新增线路、车

站和装备等运输资源，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

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调整。新图的实施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路网整体效能、优化客货运

输产品供给，使铁路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

服务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

图为1月4日，一列动车组列车驶过沪宁
沿江高铁江苏常州滆湖特大桥段。

新华社发（陈暐 摄）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1月4日，在北大荒集团闫家岗农场，游客与雪人合影。
新年伊始，“冰城”哈尔滨在市区打造了多个雪人景观供

游客参观游玩。这些造型各异的雪人仿佛是“冰城”的冬日使
者，展现冰雪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尔滨”雪人迎八方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