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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最高检：

全链条惩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网络犯罪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刘
奕湛） 记者1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检察机关将聚焦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全链条惩治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网络犯罪。依法全链条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积极参与

“断卡”“断流”“拔钉”等专项行动；依法
追诉前端非法收集、提供、买卖公民个
人信息，后端利用“跑分平台”、虚拟货
币、直播打赏进行“洗钱”等犯罪。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
见》。意见强调，始终保持对网络贩卖枪
爆、网络贩毒、网络淫秽色情、网络赌博

等犯罪活动的严打态势。按照打击惩治
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会同
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裸聊”敲诈、“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
意索赔等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组织。

意见要求，以“零容忍”的态度，依
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络
犯罪。突出惩治成年人胁迫、教唆、引
诱、欺骗未成年人参与电信网络诈骗、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等犯罪活动。持续
惩治利用平台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搭建
运营涉未成年人色情网站、利用即时通
信工具传播涉未成年人淫秽物品等犯
罪活动。对涉嫌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

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及时教育感
化挽救；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
及时开展综合救助保护。

此外，意见还要求，要积极参与网
络立法制定修订工作，配合立法机关和
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制定修订网络安全
法、网络犯罪防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提
供司法实践样本，提出立法意见建议。
同时，要加快制定修订司法解释及规范
性文件，制定完善符合打击治理网络犯
罪规律特点的追诉标准、证据调取规
范、证据审查要求和证明规则、涉案资
产处置办法等。

不断追求“双碳”目标的未来，会
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让新能源、可再生
能源更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河南
仍将在哪些方面努力？昨日，记者从我
省印发的《河南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找到了答案。

■因“能”制宜
风能、太阳能利用 打造建设沿黄绿色
能源廊道

规划实施一批风电、光伏发电项
目，打造建设沿黄绿色能源廊道。鼓励
利用党政机关、校园、医院、基础设施、
公共建筑等领域发展屋顶分布式光伏，
打造一批“光伏+”特色工程，形成示范
效应。“十四五”期间，新建工业园区、新
增大型公共建筑分布式光伏安装率力
争达50%以上。
风电开发利用 建设4个百万千瓦风电
基地

在京广铁路以西及大别山区域优
先采用风电与传统电源、抽水蓄能电站
一体化开发模式，打造一批多能互补示
范项目；在京广铁路以东平原区域，支
持风能就近开发就地消纳；以沿黄浅山
丘陵和中东部平原地区为重点，加快建
设4个百万千瓦高质量风电基地。
生物质能利用 鼓励发展纤维素等非粮
燃料乙醇

引导纯发电项目进行热电联产改
造，推动生物质天然气、液体燃料等不
同技术路线的产学研用融合发展。鼓

励积极发展纤维素等非粮燃料乙醇，探
索推动纤维素乙醇产业化示范，稳步扩
大燃料乙醇生产和消费。2025年生物
液体燃料年利用量达到110万吨左右。
地热能供暖 打造4个千万平方米级示
范区

以中深层供暖为主要形式，打造4
个千万平方米级地热能供暖集中连片示
范区，针对地热能利用，规划强调加快中
深层地热能集中连片开发。在集中供暖
未覆盖的城乡接合部、未实现城市集中
供热的市县、无集中供热热源等适宜用
地热能替代的区域推广中深层地热供
暖，开展黄河滩区居民搬迁安置点地热
能供暖示范工程，打造4个千万平方米
中深层地热能供暖集中连片示范区。
氢能应用 打造郑汴洛濮氢走廊

用氢能驱动清洁能源更深度地运
用。规划指出，依托郑州国家氢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打造郑汴洛濮
氢走廊。重点突破氢能在交通领域的
应用，在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
安阳等地率先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鼓励将燃料电池汽车纳入政府采
购范围。

■发展目标
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发电量翻一番

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省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全省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4700万吨标煤左右，占一次能源消费总

量比重16%左右；
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发电量比2020

年翻一番；
生物天然气年产量翻一番；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量在全社会

用电量增量中的占比超过50%；可再生
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达32.2%以
上，可再生能源电力非水电消纳责任权
重达25.9%以上；

地热能供暖、生物质供热、生物质
燃料、太阳能热利用等非电利用规模达
300万吨标准煤以上。

■利用效益
环境效益

预计到 2025 年，我省可再生能源
发电量相当于每年节省标煤3198万吨
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933 万吨以
上，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2 万吨，减少二
氧化氮排放2.1万吨，减少烟尘排放约
0.5 万吨，并减少相应的废水排放和温
室气体排放，环境效益十分显著。
社会效益

可再生能源涉及多领域多产业，能
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并提供大
量就业机会。

除项目自身直接投资外，还将带动
电网配套建设、运维管理等延伸产业的
发展。其中，设备制造、工程施工、运维
管理等环节可吸纳更多劳动力。

据《郑州晚报》

地热能供暖 河南要建4个千万平方米示范区
新建工业园区、新增大型公共建筑光伏安装率力争达50%

这类人群
报销医疗费要抓紧
6月30日截止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申
铖）记者1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进一
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负担，
支持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
作，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日前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做好2023年国
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

国家助学贷款是保障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
制度。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延续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
延期偿还政策。此次发布的通知进一
步明确了上述部署。

通知明确，对 2023 年及以前年度
毕业的贷款学生2023年内应偿还的国
家助学贷款利息予以免除，参照国家助

学贷款贴息政策，免除的利息由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对2023年及
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3年内应
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经贷款学生
自主申请，可延期 1 年偿还，按照有关
规定，助学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2年，
延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风险分类暂
不下调。

2023年
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明确

日前，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发布公告，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
助制度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22〕26
号）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病
补充保险）制度并入医疗救助制度，全
省大病补充保险账户将限期注销。为
保障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做好大病补
充保险资金支付工作，提醒相关参保
人在规定时限（6 月 30 日）内完成报
销。

报销条件
1.个人申报：2021年12月31日前

认定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困境儿童（以下统称困难群
众），在身份维持期间发生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以下简称大病保险）按规定报销后，
符合大病补充保险报销条件且未申报
的人员。

2.定点医疗机构申报：出院时间在
2021年12月31日前，符合大病补充保
险报销条件的即时结算案件，且定点
医疗机构垫付后尚未提交申报资料
的，重点关注2021年12月31日结算的
异地就医未申报案件。

报销标准
困难群众住院费用经基本医疗保

险报销后一个参保年度内个人累计负
担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在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以内（含）的部分，直接进
入大病补充保险按规定报销；超过大
病保险起付标准的部分，首先由大病
保险报销，剩余部分由大病补充保险
按规定报销。

大病补充保险起付线为3000元，
3000～5000元（含5000元）按30%的比
例报销，5000～10000 元（含 10000 元）
按 40%的比例报销，10000～15000 元
（含 15000 元）按 50% 的 比 例 报 销 ，
15000～50000 元（含 50000 元）按 80%
的比例报销，50000元以上按90%的比
例报销。

报销资料
1.个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

证件或社保卡、医院收费票据、住院费
用总清单、诊断证明。

2.定点医疗机构：补偿结算申请
单、汇总结算申请单。

报销时限和地点
1.报销时限：2023年6月30日前。
2.报销地点：参保地（县、市、区）医

保经办服务窗口。
据河南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