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国内热点责任编辑：胡家容

2025年3月30日 星期日

新华社北京 3月 29日电（记者
黄垚、王聿昊）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
悉，全国民航将于3月30日至10月
25日执行 2025 年夏秋航季航班计
划。新航季共有209家国内外航空
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定期客货运航班
12.3 万班，比上一夏秋航季增长
1.0%。

国内航线航班方面，49家航空
公司计划每周安排国内航线（不含
港 澳 台 地 区）定 期 客 货 运 航 班
97604班。38家航空公司计划新开
640条国内独飞客运航线，主要为新
疆、内蒙古、贵州、四川、云南等旅游
目的地支线机场与重庆、贵阳、长
沙、西安、天津等枢纽机场间的干支

衔接航线和支线航线。
港澳台地区航线航班方面，中国

民航局已批复22家内地与香港航空
公司在内地44个航点与香港间的每
周 1454 班客货运航班计划；批复 11
家内地与澳门航空公司在内地24个
航点与澳门间的每周668班客运航班
计划；批复20家大陆与台湾航空公司
在大陆 17个航点与台湾桃园等 4个
航点间的每周 764 班客货运航班
计划。

国际航线航班方面，中国民航局
已批复 193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每周
22946 班定期客货运航班计划，比上
一夏秋航季增长33.0%，涉及78个境
外国家。

3 月 28 日，缅甸发生 7.9 级地
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此次地震为何破坏力大、地球
是否进入地震活跃期、震后自救有
哪些误区？对此，应急管理领域专
家进行详解。

此次地震为何破坏力大？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分析认
为，此次地震位于缅甸弧地区。新
生代以来，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发
生剧烈碰撞，导致岩石圈发生大规
模缩短，形成喜马拉雅造山带。缅
甸弧地区位于喜马拉雅造山带的东
构造结，地壳构造变形强烈且地震
活动性强，形成一系列南北走向的
构造单元和断层，是喜马拉雅地震
带上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统计显示，1900年以来，此次震
中附近300公里范围内共发生7级
以上地震10次，最大为1912年5月
23日缅甸境内的8.0级地震。

据了解，本次地震是今年以来
全球最大震级地震。

“这次地震是发生在地壳内部
一次典型的浅源地震，它的破裂面
可能会出入地表，引起地表强烈震
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
聘专家高孟潭认为，这个断裂带附

近就是缅甸人口比较聚集的地方，
地震造成大量房屋建筑倒塌，给应
急救援带来了比较严峻的考验。

地球是否进入地震活跃
期？震级数据为何有差异？

今年以来，全球发生17次6级及
以上地震，近期多地发生地震，这是否
意味着地球已经进入了活跃震动期？

“全球的地震活动今年以来总
体上来讲比往年要低。从目前的情
况，很难说这次地震之后地球是处
于地震活跃阶段。”高孟潭说。

针对同一场地震，中国地震台
网通常会先后发布“自动测定”和

“正式测定”两条信息，二者地震的
时间、地点、震级有轻微差别，这是
为什么呢？

专家解释，第一次“自动测定”
是计算机通过读取和分析地震仪器
监测的数据，快速计算得出的一次
参考“三要素”，即发震时间、震中、
震级。第二次“正式测定”则是由科
学家通过人工计算等一系列操作最
终得出的“精确答案”，因此两次信
息会有轻微差别。

此外，同一场地震中，不同机构给
出的震级有时会有所出入。业内人士
表示，这背后有诸多影响因素，其中主

要原因是使用的震级标度不同，例如
面波震级、体波震级、矩震级等，“不
同震级标度，好比不同的尺子，量出
来的震级就会有所偏差。”

震后如何自救？

“地震具有瞬间发生、破坏性
强、次生灾害严重等特点，掌握自救
技能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
马宝成提示，大家牢记“震时就近躲
避，震后快速撤离”的避险原则。

在室内时，要快速判断自己所处
位置和震动状况，就近躲避在卫生间
等小开间房屋内，近水不近火，保护
头颈部；不要站在窗边和阳台上，以
免被坠落物体伤害，若在教室或图书
馆，远离书架，躲避在书桌下方，双手
抓紧桌腿；在晃动停止并确认户外安
全后方可离开房间，不要乘坐电梯、
跳楼或破窗而出，要选择步行下楼。

在户外时，尽快到开阔地带；远
离高大建筑物，避开楼房、玻璃幕
墙、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
告牌等可能倒塌的建筑物或易跌落
的大型物件；远离水坝、陡峭山崖以
及易燃易爆、存有危险化学品的工
厂或设施等。

马宝成介绍，如果被埋压，要保

持镇定、保存体力，可以用石块敲击
等方式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平时加
强演练，多学习防震避险知识，共同
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此外，专家也提醒了一些地震逃
生避险应注意的误区。

误区一：发生地震后，不顾实际情
况马上往户外逃

如果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
好，应首选室内避震。地震发生在瞬
时，人在出入或离开建筑物时，被砸
伤的概率较大；屋顶的砖瓦、广告牌、
玻璃墙等也都有倒塌的危险；住在高
层的人如果都同时往外逃，容易发生
混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误区二：躲入衣柜等家具里
大衣柜虽然结实，但重心太高容

易倾斜，而且人一旦到柜子里就会视
野受阻，四肢受到束缚，不仅会错过
逃生机会，还不利于被救。

误区三：趴在地上或者躺着等待
救援可以节省体力

地震发生时躺卧或趴着的姿势都
是很危险的，这样会使身体的平面面
积加大，被废墟等物体击中的几率比
站着时要大，而且躺卧也不利于身体
灵活活动。最好姿势是双手护头、曲
身侧卧（保护脊椎)。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加装电梯影响我们家采光，我不同意！”“我们
单元装电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2024年下半年，山东济南历下区某小区前后两
栋楼的业主因为加装电梯吵得不可开交。社区和派
出所多次协调，但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化解。

同年11月底，历下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
到纠纷后，将其交办至调解室。经过长达三个小时
的劝解，纠纷当天得到了圆满解决。

综治中心是集中受理和处理老百姓诉求的地
方，主要承载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风险防控“两
大职能”。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省级综治中心实
现全覆盖，市、县、乡三级综治中心覆盖率达到90%。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综治中心规范化
建设，目的就是让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
障的通道畅通和规范，努力实现“治未病”、防风险、
守底线。

对老百姓来说，遇到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
债务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等，都可以到综
治中心“找个说法”。

2024年 3月，江西宜春奉新县会埠镇水口村村
民甘某与用工单位发生劳务纠纷，其家属来到奉新
县综治中心求助。

该中心联合属地政府、用人单位、城管局、派出
所以及村干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联合调解，最
终纠纷在中心得到了一站式解决。

“我们之前还以为要在各个单位来回跑，没想到
中心直接帮我们解决了问题，真是来对了地方！”甘
某家属称赞道。

长期以来，矛盾纠纷调处资源散落在司法行政、
公安、街道等多部门、单位，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

2024年 11月，中央政法委联合11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
努力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确保群众的
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规范化建设后的综治中心统筹诉讼服务、检察
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信访接待中心等有关功能，相
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派员常驻。”中央政法委有关
部门负责人介绍，综治中心不仅方便群众求助只进
一扇门，还能发挥部门优势，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
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2024年4月起，福建厦门集美区法院陆续接到
山东、河北等地车主反映，某信息技术公司在2023
年期间办理ETC时承诺每月分期返还押金却未兑现，涉嫌“欺骗客户”。

同一时间，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收到多起涉该ETC代理商的投诉。
区法院将相关情况上报区综治中心，中心经分析研判后认为，该纠纷标的虽
小，但涉众面广，后续还会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于是组织法院与市场监管局会
商，最终法院选取一件案件示范判决，并制定两个调解方案，推动700多件纠
纷一并解决。

“如果车主通过市场监管局投诉、法院诉讼，整个维权流程通常要半年。”
厦门市集美区综治中心副主任陈晓亮说，现在由中心统筹，该案处理时间缩短
至一个月，并且避免大量类案的解纷程序重复进行。

搭建起“一扇门”内的“一站式”平台，综治中心依靠大数据点亮基层治理
“智慧灯”。

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综治中心推广应用“赤子峰格”小程序和街道
“智慧窗”动态监测系统，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App实时上报工作
信息、排查矛盾纠纷等，2024年累计上报各类信息799条，信息处置率达到
100%，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过去处理群众诉求慢而且繁琐，现在不一样了，群众来办事，智能系统全
程帮忙，快速引导、录入、分流，还能提前预警矛盾，省心又省力。”综治中心工
作人员钱海勇说。

矛盾不仅要化解掉、还要化解好。各级综治中心注重多种调解方式协调
联动，整合本级优质资源，建立调解专家库或工作团队。

“过去我是街坊口中的‘和事佬’，调解纠纷‘全靠一张嘴’，但碰上专业问
题也会心虚。”2024年，甘肃嘉峪关市雄关街道调解团队调解员张静楠来到综
治中心诉调对接服务大厅，跟着专业调解团队学习。

“现在有专业力量带着干，我一年参与调解了600多件矛盾纠纷，调解类
型更多了，专业度和成功率也更高了。”张静楠说。

除了百姓自家的“针头线脑”，企业的“急难愁盼”也是综治中心服务的重点。
2025年 1月15日，四川某公司法务唐女士来到成都郫都区综治中心，称

四川达州一家科技公司涉嫌侵权。
综治中心将案件录入后分流至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引导双

方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纠纷。最终，科技公司停止产销并销毁库存侵权商品，唐
女士所在的公司决定不追究科技公司侵权赔偿责任，双方握手言和。

“企业在维权过程中，快速解决争议是关键，避免影响公司声誉和运转。”唐
女士说，“调解员依法办事，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我们还一分钱也不用出。”

进一家门，解百家难。
新时代新征程，各地综治中心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不断规范起来，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
层。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禁止在民宿等隐私区域安装图
像采集设备；督促集中用餐单位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公平竞
争刚性约束，提振企业信心……4
月，这些新规将实施，一起来看！

禁止在民宿等隐私区域安
装图像采集设备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
理条例》4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
禁止在民宿、宿舍、更衣室等能够拍
摄、窥视、窃听他人隐私的区域、部位
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对违法安
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或者非法对外
提供、公开传播视频图像信息的，没
收设备设施、删除视频图像信息、给

予罚款处罚；偷窥、偷拍、窃听他人隐
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督促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集中用餐单位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4月 15日
起施行。规定明确，集中用餐单位
应当依法加强对单位食堂、承包经
营企业、供餐单位经营行为的管
理。学校、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校
长（园长）负责制。

强化公平竞争刚性约束
提振企业信心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

4 月 20 日起施行。办法在限制准
入、指定交易、重点扶持、选择性补
贴等滥用行政权力违规干预市场情
况较易发生的领域梳理形成 66 项
审查标准，明确红线底线。办法提
出，起草单位不得以送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会签、征求意见等代替公平
竞争审查。

进一步便利纳税人开展跨
境经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税收
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4
月 1日起施行。公告拓展《中国税
收居民身份证明》适用场景；实现全
流程网上办；明确如果主管税务机

关能够自行判定税收居民身份，办理
时限由现行的 10个工作日缩短至 7
个工作日。

规范海关对进出境行李物
品的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行
李物品监管办法》4 月 1 日起实施。
办法明确，进出境行李物品应当符合
合理自用的要求；超过合理自用数量
的，按照货物办理海关手续。进境人
员以分离运输方式运进行李物品的，
应当在人员进境时向海关申报。经海
关同意的，应当自本人进境之日起六
个月内办结海关手续。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上接第一版）尼荣村的玛尼庄
园，距今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在
庄园周围的古树下，巴桑讲述着旧
西藏的黑暗与新西藏的幸福。巴
桑回忆说：“我是1962年出生的，我
的父母经历了1959年之前的生活，
那时的环境不仅黑暗还很残酷。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广大人民群
众艰难地生活着。1959 年西藏百

万农奴解放之后，人民有了土地和
牲畜，慢慢走上了通往幸福的道
路。”

如今的巴桑，仍不时翻阅那本
已经泛黄的账本。即便现在手机、
电脑可以帮助人们便捷办公，但他
依旧保持着记笔记、写账单的习
惯。厚厚的学习笔记上，写满了他
对党的感激，对生活的满足，对未

来的憧憬。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党

的好政策下，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越来越幸福，我们将永远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

1983 年，账本记录的是生存的
艰辛；而如今，巴桑记录的是生活
的富足。当账本从生存的见证转
变为幸福的凭证，当雪域儿女从

“计算温饱”迈向“创造未来”，账本里
的数字便不再冰冷。它们已化作酥
油茶的腾腾热气、糌粑的扑鼻香气，
以及村民们眼角笑纹中流淌的岁月
静好。

临别之际，巴桑在自己的学习笔
记上郑重地写下：“草原上若是不下
雨，哪来广袤肥沃的土地？人民若是
没有共产党，哪来如今幸福的生活？”

（上接第一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
能感受到党 的 温 暖和社区的关
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结合群众
需求，创新服务模式，营造更加和
谐温暖的社区氛围。”

未来，“布谷响铃”食堂将紧密
围绕居民反馈，持续优化菜品，全

方位提升服务质量，将食堂打造成居
民的“暖心食堂”。与此同时，桑伊社
区也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积极稳步
推进各项民生项目，致力于全方位提
升居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让
幸福的种子在社区的每一处生根
发芽。

4 月 新 规 ，一 起 来 看
新华社记者 齐 琪

地震进入活跃期？震后如何自救？专家详解
新华社记者 周 圆

40 年 前 旧 账 本 记 录 乡 村 新 生 活

春日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生机盎然，大
熊猫享受着美好春光，在草地上或
休息或玩闹，萌态十足。

图为 3 月 28 日，在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大
熊猫“福宝”在树上玩耍。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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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民 航 3 月 30 日 起
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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