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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流动党员管理为什么难？
流动党员管理，一直是党员管

理中的“老大难”问题。
新华社11日发布消息：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对做好新时代流动
党员管理工作作出部署。

与消息同时公布的，还有中央
组织部负责人就《意见》制定和贯彻
实施等问题答记者问。不论是从
《意见》本身还是问答中，都能看出
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
作，破解流动党员管理难题的决心。

有学者认为，流动党员是我国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
不断完善造成的人口加速流动的产
物。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和经济大
省，浙江这个人口流入的“大省”，同
样面临着流动党员管理的难题。

流动党员管理难在哪儿？浙江
近年来又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来看什么是流动党员？
根据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

出版的《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一本
通》，流动党员是指由于就业或居住
地变化等原因，在较长时间内无法
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
活动的党员。

此次印发的《意见》，则将流动
党员界定为因工作、学习单位或居
住地发生变化，没有转移正式组织
关系，连续6个月以上不能参加正式
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活动的党员。

通俗理解，就是离开了党组织
所在地，到外地工作、生活的党员。

显然，这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队
伍，在党员队伍中也是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精准有效地加强对他们的
管理，一直备受关注与重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和
改进党员特别是流动党员教育管
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
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问
题导向，针对不同群体党员特别是
流动党员，采取精准有效的教育管
理措施。

在介绍《意见》的总体考虑时，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员队伍
建设，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流
动党员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同时，还存在少数流动党员去
向难掌握、管理难落实、活动难组
织、作用难发挥等问题。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基
层党务工作者。

比如掌握去向方面，有些党员

在外出打工时并不主动向组织报告
个人动态。大多数外出党员都以务
工、为儿女临时照看孩子、照顾老人
为主要目的，外出时间不定，又居无
定所，组织很难掌握他们的去向。

对他们的管理也是如此。部分
流动党员不愿受约束，不主动公开
或隐瞒党员身份，使得流入地党组
织无法对其进行管理。而他们远离
了属地党组织后，自然也无法参加
所在党支部的活动，即便春节回家
过年，也是来去匆匆。

对流动党员的失管，最直接的
结果就是他们的党员作用无法发
挥。一些流动党员长期不参加组织
活动，观念意识淡薄，在流入地把自
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先锋模范作用
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近些年来，浙江人口流动极为
活跃。“七普”数据显示，浙江每5个
常住人口中就有2个流动人口，其
中省外流入的常住人口达1618.6
万人，占总人口的25.1%。

大量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大
量的流动党员。据了解，目前省内

仅杭州、宁波的流动党员数量，就分
别超过了17万和10万。多年来，对
流动党员的管理，浙江的探索从未
停止。

1995年1月14日，上海市虹口
区曲阳路一间工厂的2楼会议室内，
全国第一个跨省流动党组织——天
台县在沪流动党支部宣告成立。两
地组织部门签订双重管理协议书，
双方约定：流出地主要负责组织设
置、人事任免、党籍管理和党员发展
审批等，流入地主要负责指导流动
党组织日常工作和开展教育培训。

经过近30年探索，这种后来被
总结为“双重管理、双向服务”的工
作模式，不仅使得当年的那个党支
部发展成为流动党委，成为天台在
沪500余流动党员的“家”，将流出地
和流入地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更
是成为破解流动党员教育难、管理
难问题的有益尝试，走出长三角地
区，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党建品牌。

在《意见》中，“双重管理、双向
服务”工作模式也同样有所体现。
比如以党员正式组织关系隶属作为

落实党组织责任的依据，明确流出
地（单位）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
负有主体责任，流入地（单位）基层
党组织落实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和
服务责任。

在履行流出地职责的同时，浙
江各地基层党组织在当好流入地上
压力更大、责任更重，想出的办法也
不少。

比如摸清底数方面。作为全省
流动党员人数最多的城市，杭州曾
经依靠人工排摸、实地走访等方法
查找流动党员，却发现效率不高、效
果也不好。

近些年，他们逐渐开始发挥数
据资源共享带来的红利，推行在流
动人口登记、职工入职登记等前端
采集政治面貌，同时统筹公安、人
社、住建等部门力量，将多部门的系
统数据进行分析比对，锁定流动党
员排查对象。

有了数据的支持，再通过AI拨
打语音电话、推送短信、发放线上问
卷、人工电话核实等方式进行核查
就既高效又精准，也更便于将他们

纳入管理。
利用数据资源这一点，在《意

见》中占有重要的篇幅。《意见》明
确，通过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对
流出党员、流入党员进行登记，运用
信息手段督促流动党员向流入地
（单位）基层党组织及时报到。

将流动党员纳入管理，更重要
的是激励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意见》提出，采取设立党员示范岗、
党员责任区和开展党员承诺践诺、
志愿服务等方式，组织引导流动党
员在本职岗位上履职尽责，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城乡基层治理、
联系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

这些内容，浙江各地也在探索。
在宁波，流动党员亮身份已蔚

然成风，党员经营户挂牌经营、“先
锋小哥”主动“卷”服务，佩戴党徽的
流动党员在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上
作示范。

在绍兴，流动党员不仅踊跃参
加垃圾分类、无偿献血等志愿服务
活动，还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工作，仅
在中国轻纺城，流动党员们就已累
计协助排查安全隐患650个，参与
解决停车难等15件烦心事……

当流动党员得到有效管理，他
们即使身处异乡也就有了党组织的
依靠，同时也拥有了为当地发展贡
献才智的广阔舞台。

（来源：政已阅微信公众号）

今年以来，全国演出市场持续
火爆。为切实加强大型营业性演
出活动监管，进一步规范演出市场
秩序，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等9部门印发《大型营业性演出活
动“监管一件事”实施方案》。《实施
方案》适用于观众人数5000人以
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4年底，
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举办单位面向
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
核准观众数量的85％，涉大型营业性
演出的违法违规行为明显减少。

《实施方案》从严格审批管理、
内容管理、风险评估、执法监管、日
常监管、规范管理、税务管理等七
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包括强化
活动风险评估和审批前置管理，切
实保障演员和观众的人身及财产
安全；加强演出和票务活动的执法
监管，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

营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票务经
营行为；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重点监管、跨部门联合监管、
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等方式加强监
管，落实各类安全管理责任制；督
促演出主办方和场所运营企业严
格落实安全管理、合法经营及服务
质量等管理要求；规范演出活动涉
及纳税主体的税收秩序。

针对倒卖门票、炒作票价等问
题，《实施方案》提出，文化广电和旅
游部门要重点巡查各类票务平台演
出售票情况，确认是否存在面向公
众销售门票数量低于核准数量的
85%，核对购票人信息与实际情况是
否一致，确保门票流向清晰合法；发
现涉嫌捂票、囤票、炒作票价、虚假
宣传、倒卖演出门票等相关信息的，
及时通报属地公安机关、市场监督
管理等部门依法查处。

公安部门收集网上网下倒卖

炒作票证信息，及时发现加价、变
相加价销售票证的线索，依法打击
网上网下倒票和诈骗等违法犯罪
行为；依法打击流量造假、造谣传
谣、侵犯隐私，以及聚众闹事、寻衅
滋事等网上网下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会同文广旅部门加强对大型营
业性演出举办方、场地方工作票证
管理，严格控制发放范围，防止工
作证流入市场非法买卖。

针对可能存在的假唱等违法违
规行为，《实施方案》明确，文化广电
和旅游部门应加强对大型营业性演
出的实地检查，现场核验演员信息
及演出节目内容，严禁擅自变更演
员及演出内容，严禁假唱、假演奏等
违法违规行为；配备符合演出现场
监管需求的执法取证专业设备，对
演出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并提
取演出原始音频数据备查。

针对大型演出的安全问题，

《实施方案》提到，公安部门应指导
演出举办单位强化事前安全评估，
制定安全工作方案，落实安保措
施，配备安检设备，严格对进入现
场的人员、车辆、物品进行安全检
查，配足安保人员，落实应急处置
措施；公安交管部门加强演出场所
周边道路交通管理，强化交通组织
管控；消防救援部门加强演出场馆
消防安全的指导、检查。

《实施方案》还提出，落实“谁
举办 谁负责”要求，演出举办单位
要严格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依法依规举办演出活动并及时报
告有关情况，接受主管部门指导监
督，主动承担法定责任义务。各相
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作
配合，规范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实
现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的审批、监
管、执法、整改“全链条”闭环管理。

（来源：浙江发布微信公众号）

打击倒票、流量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严禁假唱假演奏等

浙江9部门联合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监管

《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及2025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11月12日公
布。就社会各方面关心的问题，有
关方面负责同志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此次修改的主要背景是什
么？

答：《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
办法》制定以来，先后于1999年、
2007年、2013年进行修订。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生产效
率不断提高，客观上为增加假期时
长提供了基础，也相应提出了要
求。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增加
假期的呼声也十分高涨，近年来相
关部门通过全国两会提案建议、网
络媒体、专题调研等多种渠道，广
泛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建议，为修改
放假办法作好准备。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部署。

问：此次修改的总体考虑是怎
样的？

答：优化节假日安排，涉及历
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变化、全社会劳动效率、
群众休息休闲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直接关系每个人的休息和每个单
位的运行，不同群众、不同方面的
诉求不尽相同，需要统筹考虑，求
得全社会“最大公约数”。这次修
改，主要有以下考虑：

总体稳定。多年来，我国形成
了长短假期搭配、传统节日放假兼
顾考虑的假期安排格局，宜渐进式

优化节假日放假安排，保持经济社
会有序运转。

适度增加。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优化节假日
安排首先要考虑满足群众休息休闲
需要，还可以通过休闲时间的增加
“充电”“加油”，推动提高生产效率，
并扩大消费、推动服务业发展。

优化结构。春节、劳动节、国
庆节等长假和中长假，是群众探亲
出游的高峰，要在增加的假期中优
先充实和保障，并统筹考虑其他短
假期，尽可能给群众更多的出行和
休假选择。

顺应民意。广泛收集、多方听
取群众意见和诉求，认真研究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等意见建议，努力
让放假安排更好回应社会各方面
诉求和呼声。

问：修改后的我国节假日总体
情况是怎样的？

答：修改前我国全体公民放假
的节日是7个，共放假11天。此次
修改后，7个节日共放假13天。其
中，春节4天（除夕至初三），通过调
休放假至少8天，较原来增加1天；
国庆节3天（10月1日至3日），调休
形成7天假期；劳动节2天（5月1
日、2日），调休放假5天，较原来少
调休1天；元旦、清明节、端午节、中
秋节各1天，除逢周三外，结合与相
连周末调休，形成3天假期。

问：此次修改有哪些关键点？
答：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五

方面。

假期总量增加。全体公民放
假的假日增加2天，即农历除夕、5
月2日，放假总天数由11天增加至
13天。

除夕纳入放假。近些年，除夕
主要靠调休或者灵活休假进行保
障。除夕是全体中国人特别看重的
传统节日，此次将除夕纳入法定节
假日，通过制度化方式保障群众更
好团圆过年，更好享受传统节日。

春节假期延长。增加后春节
放假4天（农历除夕、正月初一至
初三），放假调休8天。在除夕逢
周五时，与周末顺连还可实现放假
9天，例如2027年。春节时间延长
且更加固定，大家能更好地安排探
亲休假。

五一调休减少。“五一”季节较
好、适宜出游，假期增加到2天、加
上2天周末，只需要调休1天即可
形成5天假期。

明确调休原则。多年实践中，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调休原则。此次
将调休原则进行明确和公布，可以
进一步稳定各方面预期，群众可以
对照原则自行规划安排未来假期。

问：大家对调休十分关注，请
问调休是怎样安排的？

答：我们注意到，当前各方对
是否调休意见不一。客观地看，
调休在保障居民探亲、旅游休闲
等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
极作用，同时也还有进一步优化
的空间。此次结合增加法定节假
日天数，对调休安排作了尽可能

的优化。
明确调休原则。除个别特殊

年节外，春节自农历除夕起放假调
休8天，国庆节自10月1日起放假
调休7天，劳动节放假调休5天，元
旦、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分别放
假调休或连休3天（如逢周三则只
在当日放假），国庆节放假如逢中
秋节则合并放假 8天（2025年、
2028年就是这样）。

优化调休安排。办法明确，全
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可合理安排统
一放假调休。除个别特殊年节外，
法定节假日假期前后连续工作一
般不超过6天。

问：对于优化节假日安排，下
一步有哪些工作考虑？

答：优化节假日安排，涉及经
济社会方方面面，涉及企业群众生
产生活安排，需要统筹谋划、有序
推进。相关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协同落
实节假日高速通行免费政策、铁路
民航增加运力等工作，引导有关企
事业单位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
确保相关政策平稳顺利落地。特
别是，积极推动带薪年休假制度进
一步落实，让群众在法定节假日之
外，通过年休假实现更加充分和灵
活自主的假期安排。同时，相关部
门也将密切关注人民群众诉求，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不断推进节
假日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放假办法修改及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六问
在医疗费用发票明细中，大家

经常会发现“医保统筹支付”“个人
自付”和“个人自费”这些条目。这
些名词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基本医保参保人在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就诊的医疗总费用一般由医
保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自付、个人
自费等条目共同构成。也就是说，
医疗总费用=医保统筹（基金）支付+
个人自付+个人自费。

其中，医保统筹支付是指就诊
过程中发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
内、按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
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即医保直接报
销的部分，这部分不需要参保人自
己掏腰包。

这里还要对医保目录做一个说
明。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
实行目录管理，目录内的医疗费用纳
入医保报销，按规定由医保基金与患
者个人按比例分担，在目录外的医疗
费用，医保基金一律不予支付。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的药品目录、医用耗材
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就是我们
常说的医保“三目录”。

职工医保医疗费用统筹支付
与城乡居民医保医疗费用统筹支
付略有不同，前者包含基本支付和
大额支付，后者包含基本支付和大
病支付。使用医保统筹支付，需要
达到医保统筹地区起付线标准，各
统筹区的这一标准也有所不同。
同时要按照参加的医保类型（职
工医保/居民医保），以及医院级
别的不同，执行对应的标准。比

如，北京市职工医保门诊统筹起付
线在职职工为1800元、退休职工为
1300元。统筹基金支付两万元以
内，社区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90%，
二级以上医院在职职工和退休职
工支付比例分别为70%、85%；两万
元以上，无论在哪级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就诊，在职职工支付比例为
60%、退休职工为80%。

在医疗费用发票中的个人自付
项目，是指在医保目录范围内，需要
由患者负担的医疗费用金额。包括
起付线以下、乙类先行自付、按比例
自付、封顶线以上、目录范围内超限
价部分等。个人自付费用可先由医
保个人账户内的余额进行支付，不
够的部分再用现金等方式支付。

医疗费用发票里，也常出现个
人自费项目，这指在医保范围外的
药品、项目等，由参保人员全额自费
支付。

一个例子可以让您更好地理解
医疗费用发票中的条目。北京在职
职工小张因病在一家二级医保定点
医院住院，总花费为6000元，其中
纳入医保目录的医疗费用 5600
元。按照规定，第一次住院起付线
为1300元，二级医院在职职工住院
报销比例为87%，那么小张住院费
用统筹基金支付为（5600-1300）?
87%=3741元，小张要支付的有1300
元的起付线，医保目录范围内统筹
基金支付比例外的13%，以及自费
部分的400元，总共2259元。

（来源：新华网）

如何看懂医疗费用发票中的条目

到了柿子上市的季节，关于吃
柿子，经常也流传着各种说法：空腹
不能吃柿子；柿子不能与鱼、虾、蟹、
牛奶、醋、红薯等同食。为确保辖区
消费者正确食用柿子，区食药安办
在此发布消费提醒如下：

吃柿子一定会导致结石？
柿子虽然好吃，但确实有很

多说它会导致结石的各种版本说
法，而原因最后都归结于它含有
一种叫作“鞣酸”的成分。其实，
柿子中的鞣酸并没有大家担心的
那么恐怖。

首先，熟透的、甜的柿子鞣酸
都很少。不同柿子中的鞣酸含量
不同，一般在0.4%至4%之间，相差
可达十倍。当柿子没有成熟时，
鞣酸含量较高，特别是果肉外皮
层，也就是靠近柿子皮的地方，鞣
酸分布较多。判断柿子鞣酸含量
是不是高，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舌头，如果味道很涩，就说明
鞣酸含量高。

其次，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柿

子都会经过脱涩处理，鞣酸含量
很低。目前，在市场上能买到的
商品化的柿子都要经过“脱涩”处
理才会进入市场上售卖。只要经
过脱涩处理的，鞣酸的含量就很
低，不用太担心会导致结石，可以
放心买。

如何放心吃柿子？
一是判断柿子能不能吃，可以

尝口感。只要感觉味道不涩，就说
明鞣酸含量不高，可以放心吃。

二是正规售卖的商品化柿子都
有经过脱涩处理，鞣酸含量很低，可
以放心吃。

三是不要随意去购买或者吃一
些路边售卖或者所谓自家种植的柿
子，可能没有经过脱涩处理。

四是未成熟的柿子鞣酸含量较
高，最好不要空腹吃，尽量等到成熟
之后再吃。

五是胃酸分泌过多及胃动力不
好的人，或者患有胃溃疡等胃部疾
病的人，尽量不要吃味道较涩、未成
熟的柿子。

六是注意自己的感觉。如果每
次吃柿子后都会感觉胃部不适，建
议去医院检查，看看是否有胃肠道
疾病，以免耽误病情。

舟山市普陀区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

柿子消费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