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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6月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继续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听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报，进一步部
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的举措；确定加大
汽车消费支持的政策；决定完善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体系的措施。

会议指出，前段时间南方多地持续
强降雨，有关方面及时应对，努力降低
灾害损失。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极端
天气偏多，近期主雨带呈阶梯状北抬。
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强化责任，
完善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继续做
好防汛救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一是紧盯重点流域，科学调度防洪
工程，加强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保障
大江大河、大型水库安全度汛。二是抓

实北方地区防汛备汛，排查整治风险隐
患，做好抢险队伍、物资等准备。三是
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细化应急预案，一
有险情场所该关停的关停、人员该转移
的转移。四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及时
修复水毁设施。五是有关部门要加强
对地方的指导支持，及时下拨资金和物
资。同时统筹做好防汛和抗旱。

会议指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通
胀严重的国际环境，必须着力办好自
己的事。稳物价对稳经济大盘至关重
要，粮食稳产增产是稳物价、提升粮食
安全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有利于
世界粮食市场稳定。各有关方面狠抓
粮食生产，今年夏粮小麦增产丰收已
成定局、质量好于常年，杂粮杂豆产量
略增，油菜籽产量明显增加，玉米等夏
播已近八成，早稻和秋粮长势良好。

夏粮丰收和秋粮基础好来之不易，为
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撑。要继
续压实责任，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一要抓好夏粮收
储，鼓励多元市场主体收购，保质保量
入库。二要不误农时落实夏播面积，
抓好玉米扫尾播种，稳住双季晚稻，落
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三要
做好秋粮田间管理，防范洪涝、夏伏
旱、病虫等灾害。同时抓好猪肉等菜
篮子产品生产。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的主拉动
力，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轨的
重要发力点，促消费政策能出尽出。
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
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
对小型非营运二手车，8月1日起全面
取消符合国五排放标准车的迁入限

制，10月1日起汽车销售企业申请办
理转移登记时实行单独签注管理、核
发临时号牌。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
费。车辆购置税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
等，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新能源汽
车购置税政策年底到期后延期问题。
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三是
完善汽车平行进口政策，有序发展汽
车融资租赁，支持停车场等建设。政
策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
大约2000亿元。

会议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促
进科研、培育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要
深化改革，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交叉科学等投入，强化青年人才支
持，发挥基金引导作用、用好加计扣除
政策吸引企业协同研究。深化国际科
研合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继续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听取

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报 进一步部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的举措 确定
加大汽车消费支持的政策 决定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体系的措施

近期，强降雨“盘踞”南方，高温则持续“烧烤”北
方，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南涝北旱”是否正常？原因
为何？

专家表示，5月以来，我国主雨带主要影响华南、
江南一带，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而在我国北方，
4月初开始水汽条件较差，气象干旱持续发展，加之6
月中旬高压脊开始发展，导致增温明显，共同造成近
期“南涝北旱”情况较为突出。

6月15日以来，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关中及苏
皖北部多地出现35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多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超过6天。监测数据显
示，842个气象站超过35摄氏度，其中，520个气象站
超过37摄氏度，104个气象站超过40摄氏度，多地突
破历史同期极值。当前，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持
续，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国家气候中心汛期值班首席袁媛表示，与往年相
比，今年区域性高温天气发生的时间其实相对偏晚。
因为前期冷空气比较活跃，5月至6月前期这段时间，
北方相对凉爽。

她分析，造成持续高温天气的原因主要有两方
面：一是北方水汽条件较差，大气较为干燥，相对湿度
较低；二是受高压脊控制，高空盛行西北下沉气流，太
阳辐射强，所以高温天气开始发展并加强。

“未来一段时间北方高温将逐渐趋于减弱。而副
热带高压北抬后，将主要控制江南、华南中东部这一
带区域，南方高温将再次发展，可能会出现持续时间
比较长的高温天气。”袁媛说。

与北方“炙烤”相反，5月以来，华南、江南等地连
续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过程间隔短，累计雨量大，多
地雨量破历史同期极值。

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华南前汛期自3月24日
开始以来，降水表现为前期偏少、后期偏多特征。5月
10日至6月20日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63%，为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入汛以来，区域平均暴雨日数
3.9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截至20日，闽粤桂琼四
省区有16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月极值，其中
广东韶关（286.4毫米，6月19日）、福建松溪（225.6毫
米，6月18日）和广西龙胜（166.9毫米，6月4日）打破
当地建站以来最大日雨量纪录。

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表示，南方之
所以出现持续强降雨，一方面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大
气环流系统不稳定性加强，导致降水时对流活动增
强、降水效率增高、雨量增大；另一方面，目前正在持
续的拉尼娜事件为今年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我国雨
季进程偏早提供了重要的气候背景，季风环流引导的
西南水汽输送偏强，同时副热带高压位置相对稳定，
利于来自西北太平洋的水汽持续输送影响我国华南、
江南一带；此外，水汽条件充沛的同时，欧亚中高纬度
大气环流经向度增大，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尤其6月以来东北冷
涡更加活跃并向南发展加强，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共同
导致华南前汛期降水异常偏多。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主雨带将呈阶梯状北抬趋势，华南持续强降雨趋于
结束。专家提醒，未来随着台风活跃，南方地区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需注意防范强
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及城乡积涝等灾害。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一期气候预测公报显示，预计7月，东北中部和南部、华北东
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华东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和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
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除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南部
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预计在西北
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能有2至4个热带气旋生成，接近常年同期（3.8个）到偏少，其
中1至2个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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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二次审议。作为一部“小切口”的专
门立法，草案二审稿在进一步总结反诈
工作经验基础上，着力加强预防性法律
制度构建，强化压实各方面的主体责任
和社会责任，加大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处
罚，在“难点”“痛点”问题上精准出招。

增加责任主体，强化反
诈宣传、预警劝阻

此次提请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草案二审稿，增加金融机构、电信企
业、互联网企业和新闻媒体单位反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的相关义务；扩大预警劝
阻的责任主体，增加其他部门和金融、
电信、互联网企业的预警劝阻措施，进
一步释放出反诈工作齐抓共管、协同共
治的明确信号。

预警劝阻，是反诈防诈的重要经
验。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
反诈中心App已受理群众举报线索
3350余万条，向群众预警2.4亿次；29
个省区市的公安机关开通96110预警
劝阻专线……

预警劝阻要跑在犯罪分子前面，关

键在于分秒必争、以快制快。为此升级
了‘老年人亲情号码预警’和‘闪信霸
屏预警’功能，大幅提升预警劝阻效
果。去年7月上线以来，累计发送预警
短信和闪信 7380 万条，预警劝阻有
效率达60%。”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把实践中
行之有效的宣传防范和预警劝阻措施
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增加相关部门宣
传义务和预警劝阻责任，有利于营造反
诈宣传浓厚氛围，共筑人民“防线”；有
利于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开展预警劝阻，
共砌“防火墙”。

拓展“资金链”治理，提
升被骗资金拦截效率

与传统诈骗“面对面”方式不同，诈
骗团伙借助“互联网+金融”非接触式实
施犯罪，诱导被害人使用网络转账，将被
骗资金转入由若干“人头”银行账户、支
付账户、收款二维码等构成的非法资金
流渠道，进行被骗资金的在线转移和

“清洗”。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电诈

违法犯罪分子利用三方、四方支付、“跑
分”平台、数字货币、贸易对冲等多种方

式，不断改变转账洗钱手法，转账速度
快、隐蔽性强，对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草案二审稿将涉诈监测治理对象由
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拓展到数字人
民币钱包、收款条码等支付工具和支
付服务。

凭借电子支付和资金流转跨行、
跨地区、跨境的交易特征，电诈违法犯
罪分子盘踞境外，为了达到“取财”目
的，使用“人头”银行账户、“跑分”人员
提供的收款卡码，对被骗资金进行多
次转移。

对此，草案二审稿为保障监测识别
异常账户、可疑交易的有效性，明确金
融机构可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设备
位置信息。

加大涉诈惩戒，对涉诈
人员可采取限制出境等措施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跨国、
跨境组织性、规模性特征日趋明显。集
团头目和骨干往往躲在境外，打着高薪
招聘的幌子，诱骗招募涉世未深的年轻
人赴境外从事诈骗活动。

目前，赴境外针对国内实施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大幅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

地区，仍有不少犯罪团伙向我公民实施
诈骗活动。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规
定，对特定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诈
嫌疑的，或者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可
以决定对其采取有关限制出境措施。
对有关涉诈人员增设限制出境措施，能
够降低电诈案件调查和执法难度，加强
对电诈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与震慑力
度，防止境外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法
外之地”。

此外，草案二审稿加大对电信网络
诈骗人员惩处力度，增加了对电诈违法
犯罪分子可以采取限制其有关卡、账
户、账号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业务、暂
停新业务、限制入网等措施。

“电诈违法犯罪分子使用的电话
卡、金融账户、互联网账号是其实施诈
骗活动的信息通联工具和资金归集工
具。对因从事电诈活动受到刑事处罚
的人员作出一定限制，有利于进一步完
善电话卡、物联网卡、金融账户、互联网
账号的基础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郭雳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三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