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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公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回顾2023年纪检监察工作，部署2024年任

务，审议通过了李希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

命的重要思想，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报告。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

今年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

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和教育整顿成果，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纵深推进正

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

对违规吃喝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

问题。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重拳纠治干部群众反

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领导机关抓起、领导干部改起，坚决纠治影响党中央决策

部署落实落地、影响高质量发展、加重基层负担、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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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无力怎么治？

重症肌无力目前尚无法治愈，但重症肌无力仍然是一种“可治”的疾病，如今其治疗目标就是达到疾病

症状和治疗副作用均最小化的“双达标”理想治疗状态。

传统治疗手段：

·对症治疗：主要指胆碱酯酶抑制剂，但只能从症状上来改善病情，且长期治疗需联合其他药物，胃肠

道等副作用常见，且不适合心脏病相关病人使用。

·免疫治疗：包括糖皮质激素和其他非激素类的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部分患者减量难以维持疗

效，但长期大剂量使用可出现显著多系统副作用，易导致患者陷入“激素恐惧”依从性不佳；免疫抑制剂疗

效的个体差异较大，缺乏高级别临床研究比较不同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药物选择主要依赖医生经验。

·挽救治疗：如血浆置换、免疫吸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起效快但是维持疗效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存在安全性和因供给不足导致的可及性问题，且存在感染、肾功能损害等风险。

·手术治疗：主要指的是胸腺切除。伴有胸腺瘤的病人需要尽早把胸腺瘤切掉，伴随有关胸腺增生的病

人需要根据重症肌无力病情控制情况来决定。切除胸腺瘤后，部分患者仍需要继续接受针对性药物治疗。

创新治疗手段：

·新型生物靶向治疗：近年来，新型靶向药物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重症肌无力治疗中，包括靶向B细胞药

物、靶向补体途径、靶向IL-6R以及靶向FcRn药物等。随着靶向药物的出现，我国的重症肌无力治疗也已经进

入了生物靶向新阶段。此类靶向生物制剂，具有起效迅速、疗效显著，安全性佳、长期使用降低急性加重风

险等特点，能够切实帮助提升重症肌无力患者生活质量，达到 “双达标”理想治疗状态。

医院神经内科大力发展重症肌无力亚专科，注重培养专科重症医师和护士，多名亚专科医生致力于重症

肌无力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神经内科联合胸外科、眼科、影像科及神经功能检查室等多名医师组建重症肌无

力MDT救治团队，第一神经内科病房设置神经重症监护室（NICU）目前12张床位，计划继续扩大NICU规模，引

进先进的重症监护设备，近年来通过开展血浆置换、丙球冲击、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治疗手段成功抢救十余名

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的生命，并将更多患者的病情遏制于危象前状态。神经内科已经有数十位患者成功应用

新型靶向生物制剂，并于神经免疫专病门诊进行长期随访，目前疾病控制情况良好，已经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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