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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自愿、弹性，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
休年龄的重要原则。2025年1月1日起，延迟
退休在全国实施。职工到底能怎么自愿选
择？提前或者延后退休具体怎么操作？

1月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
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就弹
性退休的办理程序、基本养老金领取等方面
作出明确规定。

“弹性”如何体现？退休年龄变在哪？

办法提出，自2025年1月1日起，职工达
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
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
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
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及
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在单位与

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
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

“比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
后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2周岁。如果他想弹
性提前退休，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前提
下，可以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如果
单位和他协商一致再多干几年，还可以在
62岁至65岁之间弹性延迟退休。”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我国自2025年1月1日起，逐步将男职工的
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
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
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岁、58周岁。

“过去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刚性的节
点，大家到点了就必须退。而改革后的法定退
休年龄是一个基准点，职工实际可退休的年龄
拓展成为一个弹性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根
据自身和所在单位情况自由选择。”北京大学
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伟表示。

弹性退休条件如何确定、怎么办理？

除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外，决定将职工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
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办法规定，弹性提前退休的职工，应达
到所选择退休时间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弹性延迟退休的职工，应达到本人法定退休
年龄对应年份最低缴费年限。

假如一位男职工是在2031年达到改革
后的法定退休年龄，2031年国家规定的职
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已经
提高到了16年。这位职工如果选择弹性退
休，要求的最低缴费年限到底怎么算？

专家表示，如果这位职工想2029年弹
性提前退休，则需满足2029年对应的最低
缴费年限15年；如果弹性延迟退休，延后到
2034年退休，不需要满足2034年对应的最
低缴费年限17 . 5年，而是满足2031年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时的最低缴费年限16年即
可。

那么，往前弹或往后弹怎么申请？
办法明确，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

休的，至少在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
以书面形式告知所在单位。所在单位与职
工协商一致弹性延迟退休的，应提前1个
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延迟退休时间等事项。

比如1975年12月出生的、原法定退休
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改革后的法定退
休年龄为50周岁6个月，对应的退休时间为
2026年6月。如果她还是想50周岁退休，也
就是2025年12月退休，那么最晚要在2025
年9月向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这样便于用人
单位作出安排，同时体现职工弹性提前退
休的真实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办法，弹性延迟
退休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可
以终止弹性延迟退休，按规定办理退休手
续。

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及
其他管理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
及时办理退休手续。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弹性退休的，应当按照干部人
事管理权限和规定程序报批同意。

养老金何时领取？职工权益如何保障？

如果选择弹性提前退休，能及时领到养
老金吗？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办法，所在单位应不晚于职工选择
的退休时间当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
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审核通过的，职工从
本人所选择退休时间的次月开始领取基本
养老金。

为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办法强调，用人
单位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变相强
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随着办法于1月1日起在全国施行，职工
将按照一系列新规定办理退休手续，这对各

地社保经办服务也提出了新要求。
“目前各地经办机构已准备就绪，将按

照‘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理念和要求，调整
完善社保经办业务规程，简化程序、优化流
程，方便单位和职工办理相关业务。”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同时，社保经办机构将逐步开展退休提
醒服务，主动对接临近退休年龄的参保人
员，提前提醒参保人员可以考虑选择退休时
间，告知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的流程和渠
道。

各地还将逐步推开退休预先服务，提前
受理临近退休人员提出的相关档案信息审
核或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集业务申请，方便
参保人提前了解自己历年的参保缴费情况。

“我们已与各地协调好，一季度弹性退
休能够正常办理，不会受到提前1个月或3
个月申请的影响。”上述负责人说，如果大
家对法定退休年龄、弹性退休办理还有疑
问，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和12333人社服务热
线都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可供广大职工查
询了解。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记者 姜琳）为
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财政部
等三部门1月1日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
行办法》，明确了弹性退休的办理程序、基
本养老金领取等内容。

根据决定，从2025年1月1日起，我国将
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
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将女职工的

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
迟到55周岁、58周岁。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提出，自
2025年1月1日起，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
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距法定退休年
龄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
职工50周岁、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
法定退休年龄。

职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至少在

本人选择的退休时间前3个月以书面形式
告知所在单位。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所在单位与
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
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3年，所在
单位与职工应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
延迟退休时间等事项。

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所在单位与职工协
商一致，可以终止弹性延迟退休，按规定办
理退休手续。

据了解，决定公布以来，各地各部门陆
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健全养老托育服
务、加强大龄失业人员保障等政策措施，研
究调整与年龄相关的职业资格、证照等事
项，做好延迟退休改革实施的各项准备工
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表示，下一
步，将认真落实决定精神，实施好弹性退休
制度，充分体现自愿、弹性原则，切实保障
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扁桃体和腺样体是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担着抵御病原体侵袭的功能，可形象地比
喻为守护咽喉健康的“士兵”。然而，在某些情况
下，这两部分组织因反复感染或炎症刺激而发生
异常增生，即扁桃体肥大和腺样体肥大。此类问题
在儿童中较为常见，但面对是否需要治疗甚至手
术的问题，许多家长常感到困惑。深入了解这一问
题，并针对手术相关疑问进行科学解答，有助于消
除疑虑。

扁桃体和腺样体均属于淋巴组织，是免疫防
御的重要环节，分别位于咽喉部和鼻咽部。扁桃体
犹如“一对门神”，分布在口腔两侧，而腺样体位于
鼻咽深处，位置隐秘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两部分组
织在儿童期十分活跃，帮助识别和抵抗外来病原
体，同时支持免疫系统的发育。然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人体免疫系统逐渐成熟，扁桃体和腺样体的
免疫作用逐步减弱，组织也会自然萎缩。但在一些
情况下，频繁的感染或炎症刺激可能引发扁桃体
和腺样体异常增生，导致气道阻塞、呼吸障碍及反
复感染等问题。

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的临床表现因其位置和
肥大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扁桃体肥大通常表现
为咽喉部异物感或堵塞感，患儿常伴随打鼾、睡眠
呼吸暂停等症状，严重者可能因反复喉咙痛而出
现吞咽困难。腺样体肥大则以鼻部症状为主，包括
长期鼻塞、张口呼吸，甚至引发“腺样体面容”，表

现为上牙外突及嘴唇轻微外翻。此外，腺样体肥大
会导致睡眠时的呼吸不畅或暂停，并可能诱发反
复鼻炎、中耳炎等问题，严重时影响听力及生长发
育。

并非所有的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都需要治
疗。轻度肥大且无明显症状者无需特殊干预，只需
定期观察随访即可。如果肥大导致持续或严重的
症状，则需要积极治疗。药物治疗通常是首选方
案，使用抗生素或鼻用激素喷剂可缓解部分症状。
然而，对于因组织增生导致的显著功能障碍，药物
治疗效果有限，此时手术可能成为更为有效的选
择。

扁桃体和腺样体切除术是治疗肥大的主要方
式，其目的是解除气道阻塞、改善呼吸和睡眠质
量，同时减少反复感染的发生。手术适用于中重度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频繁的急性扁桃体炎发作、
扁桃体或腺样体肥大引发的明显吞咽或呼吸困
难，以及因腺样体肥大导致的反复中耳炎或鼻窦
炎等情况。

作为一项成熟且安全的外科手术，扁桃体和
腺样体切除术通常需要30分钟至1小时即可完成。
扁桃体切除术通过口腔操作，直接切除肥大的扁
桃体，以确保气道通畅。腺样体切除术因腺样体位
置隐秘，需借助特殊器械或内窥镜完成。两种手术
可根据具体病情联合进行，或单独实施。

术后恢复较为迅速，大多数患儿在术后当天

或次日即可饮水、进食流食，并于术后3至7天出
院。术后初期可能出现咽喉疼痛、吞咽困难及耳部
反射性疼痛，但这些症状通常在1至2周内逐渐缓
解。为促进恢复，术后应严格遵循医嘱进食清淡温
凉流食为主，避免出血。同时注意加强营养，进食
后漱口，保持口腔卫生，促进创面生长愈合。

尽管手术整体安全性较高，但仍可能伴随一
定风险，家长需对此有所了解。术后出血是最常见
的并发症之一，可能发生在术中或恢复期，但通过
术中有效止血及术后严密监护可显著降低风险。
创面感染的几率较低，但术后科学护理和预防性
抗生素应用可进一步减少感染风险。此外，少数患
儿在腺样体切除术后可能暂时出现鼻音增强的现
象，但通常可在几周内自然恢复。

关于手术对免疫力的影响，家长普遍存在担
忧，事实上这种顾虑大可不必。尽管扁桃体和腺样
体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但其功能并非不可替代。
人体还有其他淋巴组织能够承担同样的免疫任
务。

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是临床常见的健康问
题，扁桃体和腺样体切除术作为一项成熟的外科
技术，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显著的治疗效果。在术
后科学护理的配合下，多数患者可迅速恢复正常
生活状态，呼吸功能及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为长期
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六安市人民医院 朱佳钰)

肾脏作为人体的重要器官，负责过滤血液中的废物和多余水分，维持
体内环境的稳定。然而，肾脏疾病的早期症状可能并不明显，容易被忽
视。因此，识别肾脏疾病的早期信号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对于保护肾
脏健康、防止疾病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肾脏疾病的早期信号
1 .尿液异常：尿液异常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早期信号之一。正常尿液

呈淡黄色，若尿液颜色加深，呈现浓茶色、酱油色或红色，可能是血尿或
血红蛋白尿，提示肾脏出血或损伤。尿液中蛋白质含量增加，会形成大量
泡沫，长时间不消散，称为蛋白尿，是肾脏病的重要指征。夜尿增多，或全
天尿量突然减少，也可能表明肾脏浓缩或排泄功能受损。

2 .身体水肿：肾脏在调节体内水分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功能受损
时可能导致水分在体内潴留，引起眼睑、脚踝、腿部等部位的水肿。这种
水肿通常在早晨最为明显，是肾病的重要体征之一。

3 .腰部疼痛：肾脏位于腰部两侧，肾脏疾病可能引起腰部疼痛。疼痛
性质可能因病因而异，如肾结石引起的疼痛可能呈阵发性、剧烈；而慢性
肾脏病可能表现为钝痛或隐痛。腰部疼痛若持续存在，应结合其他症状，
考虑肾脏疾病的可能性。

4 .乏力与高血压：肾脏病早期，由于肾脏功能下降，导致体内代谢废
物和毒素堆积，可能引起全身乏力、精神不振。同时，肾脏是调节血压的
重要器官，肾脏病可能导致高血压，表现为头痛、头晕、心悸等症状。乏力
与高血压是肾脏病常见的早期症状，应引起高度重视。

5 .食欲不振与恶心呕吐：肾脏病早期，由于体内代谢废物和毒素堆
积，以及电解质紊乱，可能影响消化系统功能，导致食欲不振、恶心、呕吐
等症状。食欲不振不仅影响营养摄入，还可能加重肾脏负担，形成恶性循
环。

6 .贫血：肾脏通常能够分泌促红细胞生成素，如果该脏器处于异常状
态，可能导致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不足，进而诱发贫血。贫血表现为面色
苍白、乏力等。

7 .皮肤瘙痒：肾脏问题可导致体内毒素累积，可能引起皮肤瘙痒。
二、肾脏疾病的预防
1 .健康饮食：改善不良的饮食结构，避免过多摄入高油、高脂的食物，

如肥肉和油条等，同时减少钠盐的摄入，避免加重肾脏的负担。建议多摄
入高纤维、低脂肪、低盐和低糖的食物，如蔬菜、水果、全谷类食品和健康
蛋白质来源，如鱼、豆类和禽类。喝足够的水有助于稀释尿液，减少结石
和尿道感染的风险。建议每天饮水量约2升。

2 .调整作息：长期不良的作息会对肾脏造成损害，应做到早睡早起，
避免长时间熬夜。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保持规律工作，避免过度劳累，做到劳
逸结合。

3 .适当运动：长期不运动会影响肾脏的代谢和排泄功能，应适当进行运动，提高全身的
血液循环，有利于肾脏的血液供应。可以通过跑步、打羽毛球等方式进行锻炼。

4 .避免滥用药物：不要自己盲目滥用药物，避免对肾脏造成损伤，尤其是有肾毒性的药
物，需要严格遵守医生的指导剂量。

5 .定期体检：定期体检是检测肾脏健康状况的关键。通过血液和尿液检测，可以及早发
现潜在的肾脏问题。对于有肾脏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6 .积极治疗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可能对肾脏造成损害，应及早发现
并积极治疗这些疾病，以减少肾脏损伤的风险。

三、肾脏疾病的护理
1 .居住环境：为肾病患者提供一个安静舒适且空气清新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有助于患

者保持良好的心情，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2 .情志调护：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肾病患者的恢复至关重要。紧张、恼怒、恐惧等不

良情绪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患者应尽量避免这些刺激。同时，家人和社会也应该给予患者
必要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3 .密切观察：定期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主诉症状以及二便情况等，以便及时发现病情
的变化。这些观察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血压、心率、呼吸、尿量、颜色和频率等。一旦发现异常
情况，应立即就医。

肾脏疾病早期信号虽不明显，但关注尿
液异常、水肿、腰部疼痛、乏力、高血压、食欲
不振等症状，及时就医可控制病情。通过健
康饮食、调整作息、适当运动、避免滥用药
物、定期体检及积极治疗慢性疾病等措施，
可降低肾脏疾病风险。肾脏健康重要，需共
同关注，守护肾脏。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肾脏内科
汤仁翠)

老年人骨折多数存在骨质疏松，骨折是骨质
疏松最为严重的后果。因为骨质疏松时，骨密度和
骨质量下降、骨强度降低极易发生骨折。年龄越大
骨折风险、骨折后致残率及病死率越高。常见发生
的是脊柱骨折、髋部骨折、桡骨远端骨折、肱骨近
端骨折。

这种情况下的骨折，愈合速度相当缓慢，并且
许多老年人不愿意手术复位，导致老年骨折病人
往往需较长时间卧床和治疗。在这个过程中，除需
医护人员的精心指导、护理及治疗外，还应当加强
自我保健和调适，可促进骨折康复。

心理护理与支持。由于骨折发生很突然，常会
让患者感到恐惧、紧张。随着及时入院和医护人员
的处理治疗，绝大多数人会逐渐消除恐惧和紧张。
但由于骨折愈合慢，比其他年龄的骨折患者住院
时间长，下床时间晚，加之患肢功能恢复不理想
等，患者易产生焦虑或抑郁等心理。

家庭支持是心理护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照
护者及其他家庭成员除了关注疾病和身体功能恢复
外，更应与老人多聊天、多倾听、多陪伴，营造和谐家
庭氛围并鼓励老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参加户外活动。
术后护理。老年人发生骨折后，尤其是需要手

术治疗的情况下，术后护理至关重要。术后伤口可
能出现感染、渗液等问题。护理人员要定时查看伤
口敷料，是否有出血、渗液或异常气味等情况。发
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对于使用外固定的患者，还

需要注意观察固定部位的远端感觉、运动和末梢
血液循环，预防休克、脂肪栓塞综合征、骨室筋膜
综合征等早期并发症。

日常康复锻炼。老年患者在骨折后往往会面
临较长时间的卧床，这不仅影响其骨折的恢复，也
会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如肌肉萎缩、关节僵硬、
坠积性肺炎、便秘等。因此，合理的活动与功能锻
炼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一些较为稳定的骨折类型，可以在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早期的功能锻炼，帮助恢复肢体的
活动能力，促进血液循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例
如，对于下肢骨折的患者，可以进行床上抬腿、足
部旋转等简单的锻炼，帮助恢复肌力，避免静脉血
栓等并发症。

对于长期卧床的老年人，照护者要定时为老
人翻身拍背，防止长期卧床引起坠积性肺炎；无禁
忌症的情况下帮助老人按摩患肢，促进患肢血液
循环，按摩过程动作要适中，切忌粗暴。

老年骨折病人早期因疼痛、吸收热和情绪紧
张不安等因素，常会食欲下降。此期间要为老人准
备些清淡、可口、易消化的软食物，如米粥、稀面
条、鲜鱼汤、蔬菜、水果等，以增进老人食欲，利于
消化吸收。当进入骨折愈合期后，老年人的食欲基
本恢复正常，此期间饮食应丰富多样，可根据老人
的习惯或爱好配餐。

配餐中要增加含蛋白质和钙磷矿物质丰富的

食物，如牛奶、鸡蛋、鱼虾、豆制品、骨汤等，以促进
骨骼恢复。同时要鼓励老年人多晒太阳，帮助体内
合成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还可在药膳方面给
予补充，如红枣枸杞汤、当归鸡汤等，以滋补肝肾、
强筋健骨，促进愈合。

此外，预防压力性损伤和便秘也是家庭护理
中的重要方面。由于老年人骨折后卧床较长时间，
照护者需要定时为老人翻身，避免皮肤长期受压
导致压力性损伤发生。同时，骨折后的老人因活动
减少，易出现便秘问题，鼓励老人多吃含纤维素、
维生素丰富的蔬菜、水果，以利于大便通畅和满足
机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可以适当通过饮食调节、使
用轻泻药物等方式来改善患者的排便情况。

老年人骨折后，需要根据老人的具体情况，采
取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不仅局限于治疗，应包括全
方位的心理支持和日常生活管理。通过心理疏导、
术后护理、康复锻炼等方面的综合护理，帮助他们
更好地度过恢复期，能够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恢
复健康，重拾健康与活力。

随着年龄的增加，器官功能减退、钙剂与维生
素D的缺乏、肌肉功能减退、基础病及用药多等原
因，骨质疏松几乎是大部分老年人都存在的问题。
而骨质疏松会大大增加骨折的风险，老年人在日
常生活中应合理饮食、适当运动、结合药物治疗，
来改善骨质疏松症状降低骨折风险，提升生活质
量。 (安徽省淮南朝阳医院 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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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析扁桃体与腺样体肥大

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了，得加“骨”劲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发布
新华社上海1月1日电（记者 贾远琨 狄春）2025年1月1

日，新年第一天，由东航C919执飞的MU721“上海虹桥—香港”
定期商业航班开航。这是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执飞沪港定期商
业航班，正式开启地区航线商业运营。

当天8点21分，东航C919“上海虹桥—香港”MU721首航航
班搭载157名旅客，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开启从“东方明珠”上
海到“东方之珠”香港的商业首航之旅。

香港与东航C919有着独特缘分。2024年6月1日，东航就使
用C919执行了“上海虹桥-香港-上海虹桥”往返商业包机航班。

从商业包机到定期商业航班，东航C919的香港之旅实现常
态化。由东航C919执飞的“上海虹桥—香港”定期商业航班将每
天执行1班往返，航班号为MU721/MU722。

旅客黄先生说：“本来就有今天去香港的计划，正好乘坐的
是C919，终于坐上了祖国的大飞机，心情非常激动。”据工作人
员介绍，东航还为C919沪港航线量身打造了“云上食·沪港同
心”主题餐食，以粤菜和上海菜为主。

据了解，国航、南航也已接收C919飞机，并投入商业运营。
国内三大航空公司全部开启C919商业运营，意味着C919的规模
化运营迈入新阶段。三大航空公司的广阔航线网络和高标准管
理，将有助于C919快速适应市场、提高运营能力。C919投入市
场运营的效率在提升、节奏在加快，航空公司与机场等各民航单
位对C919的保障能力也在持续增强。

办法公布！2025年起弹性退休这样实施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新华社北京2024年12月31日电（记者 罗沙 刘慧）最高
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4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
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更好发挥
破产审判职能作用，拯救具有重整价值和市场前景的上市公司，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据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介绍，纪要有利于解决破产审判实
践中的问题，统一上市公司重整案件裁判思路，强化审查审理工
作的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纪要围绕坚持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并举、强化债权人与中
小股东利益保护、加强司法审判与行政监管协调的总体思路，在
总结前期的审理及监管实践基础上，明确裁判规则，优化府院联
动机制。
纪要强调上市公司重整审判工作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将法律规则适用与国家政策相结合，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
作。强调上市公司重整逻辑要回归到产业经营，要切实通过股权
结构、经营业务、治理模式等调整，实质性改善公司经营能力，优
化主营业务和资产结构，实现上市公司规范治理、高质量发展。

针对重整上市公司及其人员可能涉嫌财务造假、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内幕交易等刑事犯罪，纪要提出要加强公检法的协调
配合，做好刑民衔接和统筹工作。

在破产重整的申请和审查方面，纪要明确了法院与证监会
的协同联动机制，要求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同时，
上市公司住所地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同步向中国证监会通报相关
情况等。

针对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中介机构等主体在破产重整中存
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纪要设置重大事项通报机制，人民法院将与
证监会及时开展会商，针对损害债权人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
为，通过采取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措施，加大打击力度，达到

“办理一案、震慑一片”的效果。

国 产 大 飞 机 C 9 1 9
开 启 沪 港 定 期 商 业 航 班

最高法、证监会发文明确审理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相关问题

2024年12月31日，消费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购物。
岁末年初，海南旅游消费市场迎来传统旺季。为了刺激消费，在政府部门发放

消费券的基础上，海南各大离岛免税经营主体推出多种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活免
税消费市场。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海南离岛免税迎来消费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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