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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之深

死刑！严惩！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
贪污、重婚一案，对被告人赖小民
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
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众所周知，赖小民涉案金额超
17亿元。这么多钱，花得完吗？他
在专题片《国家监察》中说：一分钱
都没有花，都放在那里，最后组织
上都收了。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呢，不敢花又不敢用。他的这番感
慨，使人想起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中的类似桥段。不管有没有花一
分钱，但这笔账是赖不了了，该来
的一定会来。赖小民咎由自取，
被判死刑是必然的。赖小民一
案，足以震慑那些心怀鬼胎的
人。事实说明，无论是谁、身处何
种岗位，伸手必被捉，贪腐必被

“打”，绝不姑息。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

抓下去，不会变风转向”“要强化
不敢腐的震慑，保持惩治腐败高
压态势，不断释放全面从严强烈
信号”。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结合现实案例，一定能够领
会到党中央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定
决心，一定能够感受到一如既往
的反腐败高压态势。

全面从严反腐，让巨贪小腐
受到应有惩罚，是取得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之需，是营造风清
气正政治生态之需。新年第一个
工作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
4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的通报，充分显示了反腐败一刻
不停歇的信号。那种望风向、待

转机、求变通的心态可以休矣。
赖小民案，“受贿犯罪数额特

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
极深”，堪称贪腐犯罪适用死刑的
典型案例，判处死刑，罪刑相当，
是法律精神的必有体现。

全面从严治党绝不放松，反
腐败斗争绝不鸣金收兵。反腐败
越是强高压、长震慑，惩处贪腐犯
罪越是雷霆万钧，贪腐分子越是
没有容身之处，贪腐土壤越是没
有生成空间。布好高压线，挥起
重重拳，让那些蝇营狗苟之人受
到暴击，这是贪腐者的“不幸”，却
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赖小民
一案，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巨贪被判死刑，释放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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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快评

文┃晁星

近段时间，国内多地出
现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
集性疫情，对此，各地除了
加强常态化防控，还纷纷提
前部署春节防疫工作，要求
大家春节期间少流动、少聚
集。同时，国家卫健委也提
出建议，呼吁企事业单位引
导员工尽量在工作地过节。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对
于“少流动、少聚集”等要求
和“就地过节”的倡议，多数
人都表示理解支持。当然
也有人提出疑问：国庆长假
期间几亿人回乡、出游都没
事儿，为啥春节就不行？对
此，公共卫生专家和相关部
门已经作出了明确解释：一
来，季节不同，寒冬腊月气
温很低，非常适合病毒生
存。二来，相比国庆，春节
活动主要集中在室内，增加
了病毒传播风险。时下，多
地环境样本检测出阳性并
频现“物传人”现象，一些城
市出现了“1传33”之类超级
传播案例，仅一次家庭聚会
就导致 11 人全部感染。警

钟反复敲响，也一再提醒我
们：条件不同、态势有变，防
控力度与应急方案应时调
整、适时升级，既实事求是，
也势在必行。

疫情防控，最简单的是
坚持，最困难的也是坚持。
一年来，正是依靠14亿人持
之以恒的自觉自律，才保证
了疫情防线始终稳固、经济
社会持续繁荣。应当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这场
远超预期的防疫阻击战，一
些人或多或少有些疲惫懈
怠，口罩不认真戴了，聚餐聚
会扎堆了，进商场超市也不
规范扫码了。而这每一丝的
麻痹、每一毫的大意，都可能
给病毒流布打开方便之门。
从目前的疫情态势来看，战

“疫”远未结束，风险随时随
地可能存在，越是节日的当
口，越要从严从紧，不给病毒
留下可乘之机。

眼下，新冠病毒疫苗已
经开打，但距离广泛接种还
需要相当时间。据专家判
断，挺过寒冬，加之接种疫苗
后“全民抗体”渐渐形成，疫
情防控形势就将大大好转，

乃至取得新的决定性胜利。
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春节对
防控疫情很关键。少流动、
少聚集，切断病毒传播链，是
成本最低、最有成效的防控
办法，也是确保疫苗接种有
序推进的重要保证。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抗疫历程一再证明，家
与国从来都密不可分。生
命至上、不弃一人，这一年，
是“大家”守护着千家万户
的安宁生活；举国同心、自
觉自律，这一年，是“小家”
推动着中国号巨轮破“疫”
前行。犹记去年春节，我们
全 民“ 宅 家 ”，一 时 的“ 不
见”，换来了长远的平安。
今年这个春节又是一个关
键节点，又到了呼唤责任担
当的时刻，自觉配合防疫要
求和过节建议，是对自己负
责，对家人负责，更是对社
会负责。

寒冬过去，春暖花开。
慎终如始、防疫第一，把握
关键时间窗口，营造安全社
会环境，待战“疫”赢得最终
胜利，我们每个人都会迎来
更加美好的明天。

防控疫情必须过好春节这一关
文┃新华

疫情当前，是否回乡过年成
了不少人的一个心结。从北京市
的“非必要不出京”到山东省一些
地方“引导务工人员等在条件允
许情况下留在务工地过年”，再到
安徽省有的人口大县发出公开
信，建议在外务工人员“非必要不
返乡”，各地都在为做好春节期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想办法。

春节回乡团聚是中国人的
传统。2020 年春节，受疫情影
响，即使是亲朋好友也不串门不
聚会，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
度 过 了 一 个 漫 长 而 特 殊 的 假
期。一年来，我们克服疫情影
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重大成果。

复工复产关键阶段，全国多
地采用包机、专列等形式组织农
民工外出务工。这些外出打拼
的人中间，很多人年事已高的父
母、年幼的儿女还留守在老家。
在外辛苦了大半年，他们就想在
春节期间回家团聚，弥补平时不
能陪伴的遗憾，这样朴素而美好
的愿望，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本土疫
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
情交织叠加态势，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最新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
元旦和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引导
务工人员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
留在务工地过年，指导督促用人
单位依法依规做好加班工资支
付和调休等工作，引导务工人员
错峰返乡返岗。

回乡也好，留在务工地也
罢，个人选择都应当受到尊重。
同时，无论选择回乡还是留在工
作地过年，个人都应当做好防疫
措施，为了大家，也为了自己。

凡事预则立。输出地和输入
地相关部门应提前建立好畅通的
联系沟通渠道，打好“提前量”。
相关地方提前做好预案，老乡们
回乡之后，核酸检测在哪儿做、怎
么做？发烧咳嗽了怎么办、去哪
儿看？确需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和境外，要如何报备、怎么操作
等，都需要细化。对于留在异地
的务工人员来说，怎么让他们过
个安心年、暖心年，也需要做好相
应服务。总之，各地政府要在坚
守防疫底线的同时，注意工作方
式方法，让大家无论身在何处，都
能感受到温情。

针对春运期间农民工回乡
的实际情况，各地可借鉴当初返
岗复工的有效做法，根据需要组
织开行农民工回乡和返城“点对
点”包车。这些工作相比单纯规
劝务工人员留在务工地过年要
复杂得多。但只要用心，办法总
比困难多。

无论是否回乡，防疫都应有温度

文┃王井怀

寒潮来了！2021 年的首次寒潮
预警，连接着 2020 年年末的超级寒
潮，让人们感受到这个冬天的寒意。

除了个别城市和群体享受到低
温津贴外，很多户外劳动者的低温津
贴仍被冷藏在文件里。记者走访的
多位环卫工、外卖小哥等都不清楚低
温津贴的事。新华社记者不久前在
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遇到了同样情
况。天津和山西的相关职能部门干
部也说“没听过有低温津贴”。去年，

上海市一项 7000 多名职工参与的线
上调查显示，84%的受访职工从未听
说过低温津贴。

其实，早在2004年我国在《最低工
资规定》中便明确提出低温津贴。
2015年公布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
目录》已将低温列为职业病危害之一。

纸上的权利究竟为什么落不到
手上？综合近年来各行各业的情况
分析，无非有这几种情况：一是法规
不够细致，落实没有着落；二是我国
幅员辽阔，各地情况不同；三是监督
没有到位，全靠企业自觉。

低温津贴不能被冷藏

■新华热评

被冷藏的低温津贴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