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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禁 毒 形 势 积 极 向 好
“这些统计活动，

对科学决策和宏观管理
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
用，也为广大人民群众
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为企业获取市场信
号，提供了大量数据信
息。”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王东明说。在
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上，他代表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作了关
于检查统计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

统计是经济社会发
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
据。检查对统计法实施
情况，是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开展的第一项
执法检查，也是统计法
自 2009 年修订以来的
首次全国性执法检查。

报告显示，统计法
实施以来，国务院及其
相关部门认真执行相关
法律规定，围绕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
战略部署，搜集、储
存、处理、提供、公布
丰富的统计数据，使统
计工作较好地发挥了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

报告对统计法实施
的基本情况给予了肯
定，也直截了当地指出
了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
现的突出问题。

“为确保统计数据
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统计法明确规定统
计机构和人员依法独立
行使职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检
查中，大家反映，统计数据的虚报瞒报、拒报迟报、漏
报重报、代填代报等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在一些地方和
单位仍然存在。”王东明表示。

报告一一列举了这类问题。有的地方把统计机构作
为地方计划目标完成的直接责任单位给予压力，有的采
取多种方式干预统计部门和人员、调查对象及其主管部
门，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还有一些地方制定目标
脱离实际，有的还层层加码，甚至直接向企业下达任
务，当任务难以完成时，就在源头数据上弄虚作假，有
的要求企业按指定数据填报，有的代替企业报送虚假数
据，有的甚至编造虚假企业和投资项目。此外，一些统
计调查对象为了资质考核、争取融资、骗税逃税等，虚
报瞒报甚至拒报。2017年以来，国家统计局根据举报
线索核查数据异常的2051家企业和2942个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有1195家企业、2775个投资单位的统计数据
存在编造、虚报，一些企业、项目统计数据的编造、虚
报倍数还很高。国家统计局执法检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统计数据发现，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内蒙古开鲁
县、辽宁西丰县违法企业平均虚报率分别高达 56 倍、
10倍和6.7倍。

只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更好地服务高质量的发展。
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发展不断深
入，长期延续的统计指标体系、方法制度、调查方式
等，难以客观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亟需
作出调整完善，统计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和提升。

具体来说，当前的统计数据体系与发展需要不适
应，反映经济建设多，反映社会发展少；反映总量速
度多，反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少；反映新动能和质
量效益也不充分，统计数据缺口较大。比如，目前我
国服务业比重已达 51.6%，但是服务业统计中调查范
围覆盖不全，特别是服务业资产负债指标、新金融相
关统计指标缺失。反映“三新”经济总体规模、运行
情况等方面还有差距，如对智能制造、共享经济等新
经济活动尚未充分反映。数据采集能力不足，现行的
数据采集方式对政府行政记录、企业经营数据资料采
集不足，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滞后。基层基础建设欠账多，特别
是乡镇统计工作未受到足够重视，队伍建设、经费保
障和能力素质提升等亟需加强。

问题找出来了，下一步怎么办？如何切实提高统
计数据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坚强的统计保
障？对此，执法检查组建议各级政府要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发展目标，不唯GDP
论英雄，不搞总量和速度等指标考核排名，纠正把统
计机构作为地方计划目标完成的直接责任单位等影响
统计独立性的做法，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统计工
作法治建设。

报告还建议，要加大统计违法行为惩治力度，强化
国家统计执法权威。推动部门和地方严格执行党中央关
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大对统计违法案件查处力
度，严格依法依纪追究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人的党
纪政纪责任，落实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一票否决制”，
公开曝光典型违法案例。

对于构建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报告建议要建立和
完善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统计指标体系；健全“三新”统计调查体
系；健全统计监测体系，完善居民收支统计和住房统计
监测制度，加强对社会变迁和科技进步的统计监测；创
新统计调查方法，改进数据采集、传输、汇总、处理和
开发利用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大力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遥
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在统计工作中的应
用，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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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
意见》，推动禁毒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截至目前，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
件 86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 万名，
摧毁制毒窝点2700多个，缴获毒品459
吨；强制隔离戒毒 175 万人次，设立
762 个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戒断三
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到168万名；全国
共有22万所学校2亿多学生接受禁毒教
育，2017 年全国新发现 35 岁以下吸毒
人员同比下降29%。

主动进攻重拳出击，缉毒执
法取得显著战果

全国禁毒部门以“端制毒窝点、打贩
毒团伙、控吸毒群体”为重点，深入开展

“百城禁毒会战”“打击制毒专项行动”等
禁毒严打整治行动，侦破“10·5”湄公河
专案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要案，打击
毒品犯罪战果逐年提升。

创新“4·14”打击制毒犯罪工作机
制。针对国内制毒活动严重的情况，建立

“4·14”打击制毒犯罪专案机制，全链条、
全环节打击制毒犯罪活动，共破获制毒犯
罪案件3900多起，摧毁制毒窝点2700多
个，有力遏制了制毒活动猖獗势头。

创新“5·14”堵源截流工作机制。针
对境外毒品走私渗透加剧的情况，建立

“5·14”堵源截流工作机制，整合各部门
各警种资源，加强情报交流和执法协作，
推行物流寄递实名制，开展打击毒品入境
专项行动，查获毒品走私贩运案件4.8万
余起，抓获毒贩5.6万余名。

创新网络扫毒工作机制。针对互联
网涉毒问题泛滥的情况，集中开展网络扫
毒专项行动，共侦破网络涉毒案件2.8万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7.1 万名，缴获
毒品 11 吨，清理删除非法涉毒信息 7 万
余条，关停取缔涉毒网站960个，有效遏
制了网上涉毒问题快速蔓延。

创新目标案件侦办机制。以打击制
贩毒团伙、网络和毒枭为重点，以目标案
件工作机制为牵引，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
件3500多起，抓获制毒“宗师”肖积合等
一批毒枭毒贩，攻坚破案能力显著提升。

重典治乱标本兼治，重点
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把禁毒重点整治作为解决突出
问题的重要抓手，先后对33个地区实行
重点整治，有14个地区毒品问题严重的
状况得到扭转，促进了当地社会治安明
显好转，带动了全国禁毒工作整体发展。

大力整治重点地区。推动中央印发
《毒品问题严重地区责任考评办法》，制
定实施《国家禁毒委员会禁毒重点整治
工作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明确党
委、政府禁毒工作责任，推动重点整治

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严格管制制毒物品。深入开展重点

易制毒化学品专项督查，强化制毒案件
来源追溯倒查，加大麻黄碱、羟亚胺等
重点制毒前体的管制力度，严厉打击非
法生产、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犯罪活动，
共破获制毒物品犯罪案件3900起，缴获
易制毒化学品2万吨。

积极治理新精神活性物质。加大对
芬太尼类等新精神活性物质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制造、走私新精神活性物质犯
罪活动，破获上海灿禾公司张磊案等新
精神活性物质大案，依法严惩了一批犯
罪分子。

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禁吸戒
毒迈出重大步伐

创新戒毒康复理念，完善戒毒康复
模式，集中开展“大排查、大收戒、大
管控”和“清零”行动，有效减少了毒
品社会危害。

深入实施“8·31”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工程。全国共建立乡镇 （街道） 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领导小组 3.5 万
个、工作办公室3.3万个、工作站点9.2
万个，配备专职禁毒社工 4.8 万名，社
区戒毒社区康复覆盖面达到80%以上。

创新完善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积极
推进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创新完
善“重嫌必检”、动态管控机制，推行吸
毒人员风险评估、分级分类管控措施，
集中开展“毒驾”治理，5 年多来，查
处吸毒人员500多万人次。

加强吸毒人员收戒治疗。规范强制
隔离戒毒工作，全国共强制隔离戒毒
175 万人次。推进戒毒医疗服务机构建
设，引导吸毒人员自愿戒除毒瘾。推进
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全国共设立
762 个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在治人
员16.2万人。

促进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推广
贵州“阳光工程”建设经验，建立戒毒
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基地 （点） 755 个，
累计安置社会面阿片类戒毒康复人员54
万名，全国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到
168万名。

预防为本防范为先，禁毒预
防教育效果良好

深入开展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6·27”
工程，大力倡导“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
念，有力提升了全民禁毒意识。

强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14部委
制定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三年规
划，制作毒品预防教育教材、课件、专
题片和“六进”读本，部署开展学校毒
品预防教育“五个一”活动，建立高校
禁毒公益联盟，在毒品危害严重的农村
偏远贫困地区建设校园禁毒图书角和禁
毒科普教育馆，有效提高了青少年的禁
毒意识。

强 化 禁 毒 集 中 宣 传 教 育 。 围 绕
“6·26”国际禁毒日等重要节点，举办
“毒战2014”“生命礼赞”等禁毒公益节
目、“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全国禁
毒微视频摄影大赛、农村集中禁毒宣传

教育、“百万禁毒志愿者进千万家庭”等
大型活动，不断掀起禁毒宣传教育高潮。

强化禁毒宣传手段创新。全国已建
成国家、省、市、县4 级禁毒教育基地
体系，教育基地数量达2900余个。

务实高效互利共赢，禁毒国
际合作取得成果

完善禁毒国际合作机制，拓宽合作
领域和渠道，深入开展中老缅泰柬越

“平安航道”联合扫毒等一系列行动，5
年来累计实施缅北、老北替代种植项目
200多个，主办多边外警培训项目40余
个、培训国外禁毒官员1200余名，推动
禁毒国际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积极参加联
合国麻醉品委员会和特别联大筹备会
议，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三大公约为核心
的国际禁毒体制。主动参与并引领大湄
公河次区域、东盟和中国、上合组织、
金砖国家框架下禁毒合作。

开展双边禁毒合作。推进与“一带
一路”相关重点国家的禁毒合作，深化
与菲律宾禁毒合作，全面开展执法办
案、人员培训、禁毒援助、互访交流。

开展跨国跨境联合行动。5 年多
来，组织开展中老缅泰柬越“平安航
道”联合扫毒、中越边境联合扫毒、中
澳联合缉毒等系列跨国执法行动，联合
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6 万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9 万名，成功从越南、斐济押
解王征云、陈国明等重大外逃毒品犯罪
嫌疑人。

今年铁路公安已破获毒品案件2101起
本报讯 近年来，各地铁路公安机

关发挥站车优势，编织缉毒网络，坚持顺
线追击，深挖犯罪，仅今年以来就破获毒
品案件 2101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994
人，捣毁制毒窝点4处，打掉制贩毒团伙
17个，缴获冰毒和海洛因500余公斤、大
麻叶5.1吨等一大批毒品，查获涉毒在逃
人员501人。

各地铁路警方研判毒品犯罪形势，
明确重点车站、重点列车，通过公布举报
电话等形式，狠抓民警识毒辨毒培训，哈
尔滨、怀化等铁路公安处采取集中教学、
岗位练兵等方法，石家庄、牡丹江、徐州
等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聘请缉毒能手到
列车上现场教学，提高民警缉毒技能。

今年 1 月 11 日，乌鲁木齐铁路公安

处民警在乌鲁木齐南站从旅客携带物品
中查缴海洛因343.5克。今年3月份，杭
州铁路公安处义乌站派出所民警从一旅
客行李中查缴海洛因 0.8 克。5 月 3 日，
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在邵阳北站从一出
站旅客行李箱中查获冰毒 1.987 千克。
吉林铁路公安处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共
破获涉毒案件31起。 （梁西征）

构 筑 海 关 缉 毒“ 三 道 防 线 ”
本报记者 顾 阳

今年 6 月 25 日，杭州海关查获了一
起通过邮包走私毒品入境案。与普通的
毒品走私案不同，这起案件中的毒品为大
麻烟油，其吸食方式正是时下流行的电子
烟。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了解到国外有
销售大麻烟油后，通过手机微信联系国外
卖家购买，国外卖家通过国际邮包从美国
将毒品大麻烟油邮寄入境。这是杭州海
关今年以来首次在邮包渠道查获大麻烟
油。

据介绍，上述电子烟油中含有高纯度
的大麻提取物，比传统毒品大麻更具有成
瘾性和迷惑性，且使用普通电子烟具就可
以吸食，门槛低且隐蔽性高。普通人吸食
两次就会形成依赖性，导致身体机能紊
乱、心肺功能降低。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海关查获

毒品走私犯罪案件有所增加，涉毒走私形
势依然较为严峻。截至 6 月 20 日，海关
共查获走私毒品犯罪案件277起，缴获大
麻、海洛因、可卡因、可待因、冰毒、氯胺酮
等毒品 1.93 吨，抓获走私毒品犯罪嫌疑
人169人；同期，海关立案查处走私制毒
物品案件5起，缴获易制毒化学品1–苯
基–1–丙酮、麻黄碱等 32.8 吨，缴获量
与2017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多。

依法严厉打击走私涉毒犯罪是海关
缉毒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期 10 个月的

“融冰”缉毒专项行动自去年6月份在全
国海关开展以来，走私冰毒等合成毒品、
新精神活性物质以及制毒物品违法犯罪
受到重点打击。“融冰”行动期间，全国海
关立案查处走私毒品犯罪案件493起，走
私制毒物品犯罪案件9起，抓获涉毒犯罪

嫌疑人404人，缴获冰毒、海洛因、可卡因
等毒品4.33吨、缴获1–苯基–1–丙酮、
麻黄碱等制毒物品34.32吨。

“严密正面监管、构筑三道防线”是海
关缉毒工作的立足点。“第一道防线”是组
织毗邻“金三角”毒源地的沿边海关在边
境口岸严密查缉；“第二道防线”是组织加
强航空、陆路旅检渠道查验；“第三道防
线”是组织加强寄递渠道邮件快件的布控
查验。2017年以来，南昌、长沙、成都、昆
明等海关共查处涉“金三角”走私毒品案
件数十起，缴获冰毒、海洛因等毒品数量，
占全国海关缴获毒品总量的1/3。

加强国际缉毒执法合作是海关缉毒
工作的重要延伸。海关进一步加强与有
关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禁毒执法合
作，不断拓宽国际执法合作渠道，在推进

与境外海关、警方的案件协查、信息交换、
境外取证等多领域缉毒合作方面取得了
积极进展。2017 年以来，中国海关先后
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执法部
门通力协作，联手打击跨境贩毒活动取得
积极成果。此外，中国海关积极派员参加
了国际刑警组织开展的“蓑鲉”“沙猫”国
际缉毒行动，以及世界海关组织开展的打
击新精神活性物质走私“催化剂”行动。

当前，境外毒源地多头入境、渗透加
剧，海关缉毒任务繁重。海关总署有关负
责人表示，全国海关将继续保持缉毒严打
态势，在深入分析、科学研究毒品走私态
势和规律特点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海关缉
毒专业建设、优化部门间合成作战机制、
提升海关缉毒查缉能力、发挥海关国际执
法合作效能，将毒品危害堵在国门之外。

本报北京6月25日讯 记者姜天骄
报道：记者从国家禁毒委员会获悉，
2017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于 25 日发
布。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禁毒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禁毒形势发生了积极向好

的变化。2017年，中国毒品滥用人数仍
在增多，但同比增幅下降，现有吸毒人
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18%。尽管中国
治理毒品滥用取得一定成效，但毒品滥
用问题总体仍呈蔓延之势，毒品种类、
滥用结构发生新变化。

中国毒品来源于境外输入和国内
制造。当前，境外毒品向中国渗透仍
呈加剧势头。“金三角”“金新月”和

南美三大毒源地毒品对中国形成了全
面渗透之势，境外贩毒势力与境内贩
毒团伙结成贩毒网络，贩毒团伙结构
更加复杂，贩毒路线不断变化，贩毒
规模不断扩大，贩毒手段不断升级，
现实危害和潜在威胁进一步加大。经
过连续开展打击制毒犯罪专项行动，
国 内 制 造 合 成 毒 品 犯 罪 受 到 有 力 打
击，制毒活动受到有效遏制，重点地

区制毒活动大为收敛，一些地方合成
毒品价格大幅上涨。

2017 年，全国共破获走私、贩卖、运
输毒品案件 10.2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1.5 万名，缴获毒品 49.9 吨。随着互联
网、物流快递等新业态迅猛发展，不法分
子越来越多地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全方位
利用陆海空邮渠道走私贩运毒品，贩毒手
段的科技化、智能化明显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