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金 星 时 事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漫说新闻

（上接01版）健全培养选拔优秀
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合理
配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
外干部。要大力提升领导现代化
建设能力，加强履职能力培训，
强化实践锻炼，加强斗争精神和
斗争本领养成。要激励担当造福
人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
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大
力弘扬求真务实作风，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

《规划纲要》强调，各级党
委（党组）是本地区本部门落实
纲要的责任主体，要推动各项任
务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国党政领导班子
建设规划纲要（2024—2028年）》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宣布设立

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这
项旨在盘活存量房产的再贷款进
展怎样、如何运作，各方高度关
注。

记者了解到，金融管理部门
即将印发具体实施规定，明确监
管政策和操作流程，“政府指
导、市场化运作”“自愿参与、
以需定购、合理定价”成为需要
关注的关键词。

以市场化方式推动
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方式加快推动
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加大保障性
住房供给，助力推进保交房工作
及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的保障
性住房再贷款工作推进会上，中
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语点出
此次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的意义所
在。

就在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拟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
房再贷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
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
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
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
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带动银

行贷款5000亿元。
记者注意到，与此前 3500

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政策相比，
这次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更为强
调“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
并明确了“自愿参与”的要求，
尊重各方参与主体的意愿。

“城市政府应综合考虑当地
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参与；符合
保障条件的工薪群体可根据项
目的区位、品质、价格，自愿
选择是否参与配售配租。”中国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
介绍。

他表示，房企结合自身资金
压力与收购价格谈判情况等，
自主决定是否出售商品房，不
能强买强卖；金融机构按照风
险自担、商业可持续原则，自
主决定是否向地方国企发放相
关贷款。

据介绍，金融机构发放相关
贷款后，可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
款，先到先得，额度 3000 亿
元，未来根据执行情况和需要可
调 整 完 善 。 再 贷 款 年 利 率
1.75%，期限1年，可展期4次，
每次展期1年，最长使用期限不
超过5年，政策实施至2027年
末。

业内人士认为，具体操作
中，地方国企和金融机构风险自
担，核心是要确保商业可持续。

以需定购确保政策
落地见效

如何从机制上确保3000亿
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落地见
效？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
地以需定购，做到收购主体、收
购对象、收购用途、资金用途

“四个精准”。
“一个城市政府选定不超过

两家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
体，选择的国有企业及所属集团
不得为政府融资平台，且应符合
商业银行授信要求。”邹澜说。

在具体收购对象方面，人民
银行明确严格限定为房企已建成
未出售商品房，对不同所有制房
企一视同仁，要求资产负债和法
律关系清晰，严格把握所收购商
品房户型、面积标准。

“收购用途精准，就是收购
的商品房定向用于保障性住房，
需符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
指导意见》 要求；资金用途精
准，就是地方国企获得的贷款资
金要单列账目、单独核算、专款
专用、封闭管理，房地产企业出
售所得资金先依法偿还本项目债
务，仍有结余的，可用于归还集
团从本市其他未建成项目抽调的
预售资金，或用于建设其在本市

的未完工项目。”邹澜介绍。
在收购商品房的过程中，如

何合理确定收购量，避免房子积
压或长时间大量空置？

“制定保障性住房收购和配
售配租相关管理办法时，要摸清
需求，遵循以需定购原则。”邹
澜说，要动态掌握保障性住房需
求底数，合理确定配售或租赁对
象、价格和分配计划等，在锁定
需求的前提下，科学确定可用作
保障性住房的商品房房源及收购
价格。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大型
银行监管司司长李文红提醒，各
全国性银行要严格按照要求做好
相关工作，特别是要准确把握以
需定购原则，认真评估配售或租
赁方案，科学合理确定贷款金
额、期限、利率和还款方式。

做好与租赁住房贷
款支持计划的政策衔接

去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创
设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在郑
州、重庆、天津、济南等8个城
市开展试点，支持市场化批量收
购存量住房、扩大租赁住房供
给。

目前，相关试点已取得一定
成效——济南累计购置租赁项目
53个，房源3.05万套，商业银行

发放贷款金额64.43亿元；天津
收购租赁住房项目11个，涉及房
屋2663套，发放专项贷款36.9
亿元；重庆于首批收购项目签约
仪式上签约项目6个，涉及房屋
27.86万平方米……

“考虑到租赁住房贷款支持
计划与新设再贷款的支持领域有
较多交集，且将于2024年末到
期，为做好政策衔接，将把租赁
住房贷款支持计划并入保障性住
房再贷款政策中管理。”邹澜说。

邹澜表示，保障性住房再贷
款政策文件印发后，原来的租赁
住房贷款支持计划就不再实施，
已发放贷款的利率和期限保持不
变，其1000亿元额度包含在保
障性住房再贷款3000亿元额度
之内，且8个试点城市的政策与
全国政策保持一致。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的推进过
程中，潘功胜特别强调要严控新
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由城市政府选择地方国有
企业作为收购主体，地方国企及
所属集团不得涉及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不得是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潘功胜说，同时，要遵循
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合理定
价。城市政府指导地方国企与房
企通过协商谈判的方式确定商品
房收购价格，防范道德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进展怎样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中央气象台连续7天发布高

温预警、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
度“大关”、北方地区的高温范
围逐渐扩大……持续高温炙烤
下，热射病再次进入高发期。什
么是热射病？大众对它存在哪些
认识误区？又该如何防范？这份
热射病“预防指南”请收好！

出现这些症状要当心

近日，一女孩在某网红徒步
路线徒步登山时中暑晕倒最终不
幸离世，引发人们对热射病的关
注。热射病到底是什么病？它与
一般中暑有什么区别？

“简言之，热射病是重症中
暑的最严重状态。”天津医科大
学总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余慕
明介绍，中暑是人体在高温和湿
热环境中体内热量过度积蓄，发
生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从而引发
神经器官受损的一种疾病。“体
温升高是热射病的主要特征，患
者核心体温多在 40 摄氏度以
上。”他说。

余慕明介绍，热射病分为经
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经
典型热射病多发于有基础疾病的
老年人群体，他们对高温环境的
适应能力较弱；劳力型热射病是

一种医学急症，与剧烈的体力活
动直接相关，常见于运动员和特
殊职业工人等。

“中暑的发展过程通常为先
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
出现中暑症状提早处置，一般不
会发展为热射病。”专家介绍，
在高温环境下，人们可能会出现
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
无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
调等症状。出现这些症状时意味
着已经进入先兆中暑的状态，此
时患者的体温通常正常或略有升
高，需要采取相应降温措施。

若发展为重症中暑，患者会
出现严重的体温升高，一旦核心
温度超过40摄氏度，就有可能
出现意识障碍、肌肉抽搐、血压
下降等症状，如得不到及时救
治，就会引发多脏器衰竭，造成
死亡。

“因缺乏特征性的征兆，轻
型中暑与热射病的早期难以鉴
别。在长期高温环境下出现头
昏、心慌、恶心、呕吐、肢体抽
搐等中暑症状后，若经自行处理
仍无法缓解，建议及早就医。”
余慕明说。

常见认知误区

“有人用‘煮鸡蛋’来解释

热射病的原理是非常生动的。”
天津市北辰医院综合急症科主任
任思思表示，人体的组织器官都
由蛋白质参与组成，当人体温度
异常增高时，这些组织器官中的
蛋白质成分会像“煮鸡蛋”一样
发生变性，导致体内脏器失去原
有生理功能。

“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这
也是热射病死亡率高的主要原
因。”她介绍，一般情况下，热
射病的病死率为40%至50%，当
患者体温超过42摄氏度时，病
死率高达80%以上。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里只要
不出门就不会得热射病，这种说
法对吗？

“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任思
思解释，虽然不出门可以避免直
接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但长时间
待在室内，在空气流通不佳、穿
衣过多或进行剧烈运动时，仍可
能因热量积聚而发生热射病。特
别是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
者、孕妇和儿童等体质较弱群
体。

“一些传统观念认为，产妇
‘坐月子’时不能开空调、不能
开窗户，这需要根据具体天气情
况来看。如果只顾防寒忽略防
暑，反而容易引发中暑。”她说。

另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是

“出现中暑症状后，要马上进入
空调房降温”。余慕明解释说，
人体主要靠皮肤完成散热，如果
中暑后立即进入空气不流通且温
度过低的空调房，会引发全身皮
肤毛孔剧烈收缩，阻碍毛孔正常
排汗散热，反而会加重病情。

“吃冷饮并不能预防热射
病，这一点年轻人要尤为注
意。”他补充道，高糖饮料会导
致身体失去更多体液，因此在高
温炎热天气不宜大量饮用含糖碳
酸饮料，也不宜快速饮用较多冰
镇饮料。

如何做好预防

高温天气持续，户外作业的
劳动者们尤其要注意防护。专家
表示，热射病的高危人群主要有
环卫工人、建筑工人、交警等在
户外长时间工作的人群，老年
人、慢性病患者、儿童和孕妇
等。对于热射病，预防比救治更
加重要。

专家建议，重点人群要尽可
能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高湿环境
下，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避免暴
晒，注意补充水、盐分与矿物
质，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保证
充足的营养，注意劳逸结合。

对于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

来说，鼓励儿童在户外玩耍时尽
可能待在阴凉处，孕妇和老年人
尽量待在凉爽的室内。

就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而
言，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
不要感觉口渴才喝水，若因疾病
限制饮水量或者需要服用药物
的，及时询问医生合理的饮水
量。

对于户外作业人员来说，要
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预防职
业性中暑，户外作业人员在上岗
前和在岗期间要定期进行常规职
业健康检查和应急职业健康检
查。

任思思表示，出现中暑症状
时，首先要迅速从高温环境转移
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并喝一些含
盐分的清凉饮料，如淡盐水、绿
豆汤等；可在太阳穴涂抹清凉
油、风油精，或服用藿香正气水
等；如果体温升高，可用凉湿毛
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大腿
根部，或用30%酒精擦浴。

专家提醒，因热射病会危及
生命，若发现有人疑患热射病
时，应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并在
医护人员到达前给患者迅速降
温，转运途中监测体温，持续有
效降温，不能因转运后送而延误
降温治疗。

新华社天津6月13日电

高温下，这份热射病“预防指南”请收好！

6月13日，在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一处安置小区施工现场，中建三局西北公司工作人员（左一）向
工人发放防暑用品。

近日，陕西西安迎来高温天气，不少户外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为保障户外工作者的身体健康，
相关单位与社会各方积极提供多种形式的防暑降温措施，共同为烈日下的坚守者撑起“遮阳伞”。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撑起“遮阳伞” 呵护坚守者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 周 圆）近期，江南华南地
区出现较强降雨过程，黄淮海地
区高温干旱过程持续。国家防总
于6月13日9时针对广西、福建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
个工作组分赴两省份协助指导工
作；针对河北、内蒙古启动抗旱
四级应急响应，并继续维持针对
河南、山东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12
日以来，江南、华南及贵州南
部、云南等地出现较强降雨过
程，福建西北部、浙江南部、江
西中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
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
大到暴雨。据预测，未来3天江
南华南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
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

时，未来一段时间，黄淮海及北
方地区仍将持续高温少雨，旱情
可能进一步发展。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13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
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本轮强
降雨过程，视频调度福建、江
西、广西、浙江、湖南、广东、
贵州、云南等相关省份。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在会
商中指出，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
长、过程雨量大、极端性强、落
区高度重叠，要进一步提高思想
认识，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发展变
化，加强联合会商研判，督促做
好流域江河洪水调度工作，强化
预警响应联动，加强风险隐患排
查和重点区域巡查，提前果断转
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

国家防总同时启动防汛
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 王立彬）随着夏粮收获进入
扫尾阶段，全国夏粮收购工作由
南向北全面展开，主产区粮食企
业已累计收购新麦超1000万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3日
发布数据称，当前全国夏粮进入
收购旺季。从各地看，新季小麦
产量有所增加，质量普遍好于去
年。截至目前，主产区粮食企业
累计收购新麦超过 1000 万吨，
同比明显增加。其中，河南超过
300万吨，安徽、江苏均在200
万吨以上，湖北、山东、河北等
地正在陆续上量。从仓容数据来
看，河北、江苏、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等6个小麦主产省共

准备小麦仓容近8000万吨；从
资金看，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
1100亿元。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储备司副司长唐成表示，有关部
门和地方将认真落实市场调控政
策措施，精心组织市场化收购和
政策性收购。将紧紧围绕农民售
粮诉求，抓好收购现场、咨询、
预约、信息、产后等各项服务，
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
严厉打击“打白条”、压级压价
等不法行为，坚决防止坑农害农
行为发生。同时加强粮食市场监
测预警，引导稳定市场预期，帮
助售粮农民和收粮企业合理安排
购销活动。

全国主产区
已收购新麦超1000万吨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
者 任沁沁 熊 丰）公安部13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为更加
便利群众办事出行，公安部制定
出台8项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
新措施，今年7月1日起实施。

试点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
在全面实现机动车检验标志、驾
驶证电子化基础上，在北京、天
津等60个城市试点推行机动车
行驶证电子化，为机动车所有人
以及相关行业和管理部门提供行
驶证在线“亮证”“亮码”服务。

实行摩托车登记“一证通
办”。在已推行摩托车登记省内

“一证通办”基础上，对跨省异
地办理摩托车注册登记、转让登
记、住所迁入等业务的，申请人
可以凭居民身份证“一证通
办”，无需再提交暂住地居住证
明。

便利群众网上办理汽车注销
手续。机动车所有人向报废机动
车回收企业交售旧车，申请注销
登 记 后 ， 可 以 通 过 “ 交 管
12123”APP下载机动车注销证
明电子版，不需要再到车辆管理
所窗口领取纸质注销证明。

推行快递上门服务便利群众
办事。深入推进警企协作，更好
发挥快递企业上门服务优势，群
众在办理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
时可自主选择快递上门服务方

式，由快递员上门收取申请材
料，公安交管部门审核确认后将
机动车牌证快递至申请人。

优化驾驶证重新申领考试科
目。对小型汽车驾驶证因逾期三
年未换证被注销，申请人重新申
请原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将原来
需要参加全部科目考试调整为科
目一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
试，不需要再参加科目二和科目
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

优化城市路口非机动车交通
组织。推广城市路口慢行一体化
设计，拓展非机动车等候空间，
科学设置机非隔离设施；具备条
件的路口，推广非机动车左转一
次过街措施。

推行交管业务网上精准导办
服务。依托“交管12123”APP
提供业务告知导办服务，实现群
众“一次登录、全项提示，一件
待办、全程引导”。

推出“交管12123”APP单
位用户版。机关、企事业单位在
属地公安交管部门开通账号后，可
通过“交管12123”APP实现掌上
办牌办证、掌上亮证亮码，降低办
事成本，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项新措施7月1日起实施，
其中行驶证电子化、快递上门服
务先行试点。新措施实施后，预
计将惠及上亿群众，减少办事成
本约30亿元。

公安部推出8项公安交管
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严
赋憬 李昌瑞）国家发展改革委
13日发布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
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4年6月
13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
格每吨分别降低190元、180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
大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
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
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
政策。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

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
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
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12315
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下降。国家发展改
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调价周
期内，在需求疲软、产量预期增
长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国际油价
下降，但在“欧佩克+”延长减
产协议且地缘政治局势不稳定的
影响下，预计短期内油价可能震
荡偏强运行。

汽油柴油价格下调

湖北省纪委监委6月13日通报了5起省属国企分、子公司“靠企
吃企”典型案例。 新华社发 徐 骏 作

新华社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获悉，办案
民警日前侦破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涉案金额达50
亿元，3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