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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猎狐
2014”专项行动有关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自
2014年7月至12月底，公安部部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
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 （简称“猎狐
2014”）。行动中，全国公安机关共向境外派出70余
个工作组，从 69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
罪人员680人，是2013年全国抓获总数的4.5倍。

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孟庆丰在会上表示，
“猎狐 2014”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阶段性工作部署虽然
结束了，但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工作“永远
在路上”。同时，公安机关敦促仍然在逃的境外经济
犯罪嫌疑人，早日迷途知返，尽快归国自首。

投案自首390名
通告发布后自首332人

据了解，行动中，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同时，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公安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
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行动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其
中上述通告发布后投案自首 332 人。”据孟庆丰介
绍，从抓获逃犯的涉案金额看，千万元以上的 208
名，其中超过亿元的 74 名。从潜逃境外时间看，抓
获潜逃 5 年以上的 196 名，其中 10 年以上的 117 名，
逃跑时间最长的22年。

此外，记者了解到，专项行动得到了相关国家和
地区执法机构、我驻外使领馆及警务联络官的积极配

合和大力协助。对藏匿逃犯数量比较多、缉捕条件比
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公安机关派出专门工作组，会同
逃犯藏匿国执法部门，组织集中抓捕。行动期间，共
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缅甸、印
度尼西亚等国家派出30余批次工作组，缉捕逃犯229
名，占缉捕总人数的34%。

“猎狐”面临挑战与困难
外逃人数在增多

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猎狐 2014”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刘冬直言，境外追逃工作主要面
临如下三大挑战：

第一，我们一边追，还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不断向
外逃，外逃人数还在增多。

第二，逃犯逃跑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比较多。专
项行动开展之初，我们向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部
门发出了协查请求。如今通过近半年的努力，取得了丰
硕成果，但这仅仅是从69个国家和地区抓回了外逃犯
罪人员，还有20多个国家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第三，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所
能掌握的动态信息就相对较少。

新闻发布会上，刘冬还从追逃工作的角度，继续
讲述了三方面的困难，比如从客观实践来说，“猎
人”队伍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基础工作还有待进一步
加强；逃犯所涉及到的国家很多，而我们对这些国家
的法律规定、刑事司法互助的一些规定了解得还不够
全面、深刻。

有力策应反腐大局
抓获一批外逃职务犯罪人员

新闻发布会上，孟庆丰明确表示，“猎狐 2014”
专项行动，有力策应了中央反腐败工作大局。

据孟庆丰介绍，“‘猎狐 2014’专项行动中，已
成功抓获了一批外逃职务犯罪人员。这个工作还将保
持下去，进一步形成合力，共同发挥优势。”

就追逃与追赃的问题，刘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追逃和追赃是一体化工作，行动中，追赃工作也
在不断推进，但是追赃要比追逃复杂得多。“各国执法
机构关于追缴赃款的法律规定各不相同，几乎每个案
件追赃工作都要予以研究，致使追赃过程非常漫长。”

“猎狐2014”派出70余个工作组

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
本报记者 张 洋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陈菲） 记者
7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国家赔偿法实施
20年来，全国各级检察院对于检察机关承担赔
偿义务的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担，切
实履行赔偿责任。1995年至2014年11月，各级
检察机关依法决定给予赔偿1.3万余件。

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检察机关既是国家
赔偿义务机关，也是国家赔偿监督机关。20年
来，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及时办结赔偿监督案件
260余件，有效监督纠正了一批该赔不赔、违法
赔偿的案件。

最高检副检察长柯汉民表示，国家赔偿案
件的产生原因很复杂，大多数是刑事诉讼执法
活动风险所致，不可完全避免，如逮捕标准和
判决标准处于不同层级，导致个别逮捕后的案
件做无罪处理，出现赔偿案件。少数案件是因
为办案人员的过错，如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等。

“因此，国家赔偿案件不能简单等同于错
案，错案也只有造成实际损害的才属于国家赔
偿案件。”柯汉民说，对符合法定情形的国家赔
偿案件，在依法、及时赔偿的同时，要严格按
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追偿追
责，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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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术是一种先进的微创治疗术，由于手术操作需要长
时间在x光射线下进行，医生必须穿着沉重的铅服进行手术，如
同身着盔甲的生命卫士。图为1月6日，湖南省人民医院介入复
合手术部团队手术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尕摄

穿着穿着““盔甲盔甲””的生命卫士的生命卫士

“以前是追着老百姓收税，现在是追着老百姓领钱。”一位拿到了惠农补
贴“一卡通”的村民如此感慨道。

所谓“一卡 （折） 通”，是近年来中国惠农的新政策，即财政部门直接把
惠农补贴拨到金融机构，再由金融机构直接打到农民账户，实现随时支取的
一种做法。这种做法，正成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新现象。

只用一张卡，更简单

去年12月14日，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牛心乡甘泉庄村民高曾德，怀揣惠民
补贴“一卡通”到信用社一次性领取自家全年各项补贴款。他们家是右玉县在全
县范围内建立起“多种补贴一个户、一个账户一张卡”发放模式的受益者之一。

近年来，山西省为农户免费发放“信合通福农卡”，取款、转账不收任何
手续费，财政补贴资金保证当天发放到农民卡上。为配合“一卡通”，农村商
业银行及时跟进软硬件设施，在农村商业网点布放 ATM 机和 POS机，搭建
快捷支付网，让县级政府将政策红利“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普及“一卡通”之前，农民手中的银行卡经常多达七八种，程序多、环节
多、渠道多，不仅农户使用起来麻烦，而且可能造成多部门管理的行政混乱。

实现“零等待”，更快捷

“今天上午我到农村商业银行一瞧，本上一下多了4.48万元。没想到农机局
上门来查验机具这才几天的工夫，农机购置补贴款就打到我的‘本子’上了。”

说话的是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城镇杨庄村农民杨长乐。2014年8月11
日，杨长乐和其他412户购机农民一样，通过“一本通”，拿到了该年度高青
县首批农机补贴。

数据显示，2014年中央财政农机补贴资金多达237.5亿元。推行 “县级
结算、直补到卡”后，这种补贴方式变得更加简化了。

“资金占用时间短了，补贴款补得也快。”结伴前来的高城镇单集村农民
觉得，他现在再也不用因为“等补贴”而犯愁了，中央财政的补贴，直接就
能到自己的卡上。

“财政补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一卡通’让补贴实实在在发放到
了农民手中。这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有利农
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所长秦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暗补”变“明补”，更阳光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补贴大幅增加，涉及领域越来越广，
资金数额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仅2014年，中央财政惠农补贴就达1700亿元。

但让人担忧的是，这些惠农补贴能否安全、顺利、完全送到农民手上？
中间环节是否会出现克扣、挪用的现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一卡通”的
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从中央到
农户的直接通道之后，“暗补”变为“明补”
的可能就大大增加了。

“信息化的渗透使直补有了可能的条
件。”马晓河说。他告诉笔者，惠农补贴资金
根据数据库实行实名发放，数据可靠，有效
避免了虚报冒领、层层截留的现象。

1 月 8
日，最低气温
零 下 23℃ ，
吉林省吉林市
松花江畔再次
出 现 雾 凇 景
观，数对新人
不惧严寒，拍
摄 雾 凇 婚 纱
照。

图为一对
新人在松花江
畔拍摄雾凇婚
纱照。
（人民视线）

惠农“快车道”
申孟哲 李浏清

据新华社拉萨1月8日电（记
者黎华玲） 来自珠穆朗玛峰故
乡，西藏日喀则地区定日县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珠峰
大本营接待游客 5.91 万人，同比
增长6％，创历史新高。

定日县县长王坤介绍，珠峰
大本营去年接待的游客中包含
7600 余名外宾，主要来自欧美等
国家。珠峰大本营门票收入达
1700余万元，较2013年增长4％。

定日县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断
北 麓 珠 峰 脚 下 ， 平 均 海 拔 5000
米。定日县坐拥包括珠穆朗玛峰
在内的 4 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
被誉为“珠峰的故乡”。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
尔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脉之上，终
年积雪，海拔 8844.43米，是世界
第一高峰。珠峰北坡位于西藏定
日县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
藏语“珠穆朗玛”是“大地之
母”的意思，尼泊尔语将珠峰称
为“萨迦玛塔峰”，意为“天空之
女神”。

王坤告诉记者，2014 年 4 月，
珠峰大本营实现通电。另外，一条
由国道318通往珠峰大本营的柏油

路正在修建中，预计今年6月通车。“珠峰是世界级旅
游景区，是全世界人们向往的圣地，如今，大本营电通
了，柏油路也要通了，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游客一睹
珠峰的风采，一了夙愿。”王坤说。

据了解，珠峰北坡的最佳登山季节为4月下旬至
6月上旬、9月中旬至10月上旬。而对于到珠峰大本
营旅游，则全年均可。

本报喀什 1月 8日电 （记者韩立
群） 8日，喀什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由
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
土资源部等十部委联合验收组的验
收，正式封关运作，成为新疆第二
个、南疆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

喀什综合保税区于2014年9月2日
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首期规划面积3.56
平方公里。主要规划设置保税仓储、
保税物流、保税加工、展览展示、口
岸操作、航空货运和综合配套服务等
七大功能区，具备国际中转、国际配
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
加工等功能。

喀什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区域，

自古便是亚欧贸易的重镇和主要通道
节点，具有联通欧亚的独特地缘和人
文条件。此次验收通过的喀什综合保
税区将会推动喀什地区更好地发挥区
位和交通优势，增强喀什地区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的核心竞
争力，也为对接上海自贸区，成为可
复制、可推广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创造
有利条件。

据了解，目前已有 15 家企业与喀
什综合保税区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
总额达 30.35亿元。综合保税区封关运
营后，将进一步推动喀什将通道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新疆外贸发展
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喀什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喀什综合保税区封关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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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松花江畔现雾凇江畔现雾凇
新人婚纱新人婚纱战严寒战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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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 上 午 ，
163米高的港珠澳大桥
主体工程青州航道桥
主塔成功封顶，这意
味着青州航道桥项目
攻 克 了 外 海 桥 梁 施
工、桥梁寿命 120 年
的技术含量最高、施
工难度最大、安全风
险最高的难关。

（人民视线）

第一高塔封顶第一高塔封顶
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