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7 日 4 时 02 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采取“一箭三星”方
式，成功将遥感三十六号卫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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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讯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记者 顾
天成）记者27日从国家疾控局获悉，国
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联合制
定印发了《猴痘防控方案》，旨在及时有
效应对猴痘疫情，提升猴痘防控工作的
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
人兽共患病。2022 年9 月，我国报告首
例猴痘输入病例。2023 年6 月以来，我
国多个省份先后报告多例猴痘病例，引
发新增本土续发疫情和隐匿传播的风险
较高。

《猴痘防控方案》明确，防控的总体
要求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精准
防控、快速处置”原则，落实“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施。方案从疾
病特征、宣传教育与干预、疫情监测和报
告、疫情处置、实验室检测等方面为指导
各地科学精准做好猴痘防控工作作出指
引。

方案同时指出，各地卫生健康、疾控
部门将加强与海关等有关部门的密切协
作和信息共享，及时发现与处置猴痘疫
情，落实猴痘病例发现、疫情报告、诊疗
隔离、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等工作，防止
疫情扩散和蔓延。

当前，迎峰度夏已进入关键时期，
经济回升叠加高温天气，能源电力安
全保供压力加大。

在 26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
欧鸿介绍，上半年经济回升，加上今年
夏季高温天气来得早、范围大，带动用
电需求快速增长，全国日发电量和用
电负荷持续攀升，连创历史新高。

欧鸿说，从4月份开始，国家发展
改革委会同有关单位，提前谋划安排
各项保供工作：组织逐省制定迎峰度
夏电力保供方案，进一步压实属地责
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积极提升电煤库
存和稳定煤电出力，度夏期间统调电
厂存煤保持在接近 2 亿吨的高位水
平；提前制定跨省跨区电力调度保供
预案，促进区域余缺互济；组织制定电
力负荷管理预案；大力推进发电装机
能力建设。

截至目前，全国电力运行平稳有
序，居民生活和重点用电需求得到有
效保障。电力方面，入夏以来全国日
调度发电量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301.71 亿千瓦时，较去年峰值高出
15.11亿千瓦时；全国最高用电负荷两
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3.39 亿千瓦，
较去年峰值高出4950万千瓦。煤炭方

面，截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98
亿吨，较去年同期增加2300万吨以上，
可用近 26 天。天然气方面，入夏以
来，单日最高发电用气超过2.5亿立方
米，有力支撑了气电顶峰出力。

电力建设方面，国家能源局电力
司负责人刘明阳表示，通过适度超前
优化电力供应布局，全力抓好重大电
力项目投产工作，电源投产情况基本
符合电力供需预期要求，上半年投产
及并网各类电源装机约1.4亿千瓦，其
中支撑性电源约3000万千瓦。

“总的来看，今年迎峰度夏保供准
备工作做得比较早、比较充分，我们有
信心、有底气、有能力保障迎峰度夏能
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欧鸿说。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水电发电量
同比下降了22.9%，进入主汛期后，西
南地区主要流域来水依然偏枯，客观
上增加了电力保供的压力。

如何应对水电出力不足？国家发
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关鹏
表示，通过对重点流域的来水和重点
水电站的蓄能情况进行监测，认真研
判水电发电能力下降对西南地区和对
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影响，已采
取针对性应对措施：提前蓄水，保障水
电顶峰能力；多能互补，提升火电和新

能源的出力水平；充分发挥大电网的
优势，余缺互济。

“通过以上措施，我们妥善应对了
水电出力不足的困难。入汛以来，西
南地区来水情况较前期有所好转，我
们将坚持密切跟踪来水情况，统筹优
化水电运行方式，逐日调度分析，充分
利用水电资源做好电力保供。”关鹏
说。

高温天气给能源保供带来了挑
战。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
司负责人王亚伟介绍，今年以来，我国
高温热浪出现时间早、范围广、区域叠
加、极端性强，全国共出现了6次区域
性高温天气过程。预计 8 月份，全国
有 4 次高温过程，可能进一步导致电
力负荷增加。

针对极端高温天气，欧鸿表示，将
全力以赴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做
好一次燃料供应，进一步加强对各地
电厂电煤库存的监测；推动电源应发
尽发，切实保障火电、核电、大水电等
支撑性电源高水平出力；用足全网资
源，提升余缺互济水平，实现跨省跨区
电力余缺互济、精准错峰；做好极端情
况下的应对准备，指导地方和企业做
好应急预案，牢牢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据新华社

全力保障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聚焦迎峰度夏能源电力安全保供

新华社北京7月 26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 26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当日组织对滴滴出行、
高德打车、T3出行、曹操出行、万顺叫
车、首汽约车、如祺出行、享道出行、携
华出行、及时用车、阳光出行、美团打
车、百度打车、腾讯出行、携程用车等
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公司进行约谈。

约谈指出，当前网约车行业发展
总体平稳有序，合规率持续提升，市场
秩序进一步规范，但仍有部分网约车
平台、聚合平台公司存在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随意调整运营规则、侵
害乘客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扰乱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问题，存在不稳定
风险隐患，甚至个别平台公司出现了
运营安全事故。

约谈要求，优化提升服务水平，杜
绝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良好市场发
展环境；保持经营策略相对平稳，畅通
利益诉求渠道，积极防范化解风险隐
患；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合理制定运
营规则，加强与司机群体的沟通协商，
落实落细降低过高抽成比例民生实事
要求；网约车聚合平台及合作的网约
车平台公司要依法建立健全首问负责
制度，及时妥善处理咨询投诉。

根据约谈，要严把司机和车辆注
册关，加快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和

车辆，聚合平台公司要严格核验接入
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资质，督
促网约车平台公司对驾驶员和车辆有
关许可严格核验把关，确保依法合规
经营；优化派单机制，杜绝超时劳动、
疲劳驾驶、超速驾驶等行为，及时推送
安全驾驶提醒和道路交通安全、恶劣
天气等信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各平台公司表示，将认真落实本
次约谈要求，立即组织排查整改，依法
合规开展经营，全力保障乘客和从业
人员合法权益，维护行业安全稳定，推
动交通运输新业态规范健康持续发
展。

多家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公司被约谈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冯
家顺）记者 26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
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400余人，
不捕 2 万余人，不捕率为 67.9%。同期，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2.3万人。

据介绍，检察机关坚持依法惩戒和
精准帮教相结合，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
罪未成年人。2023年1月至6月，检察机
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附条件不起诉
1.4万人，促推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
工作，有效矫治教育罪错未成年人。

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方面，检
察机关积极参与校园安全专项整治，
2023年1月至6月，共起诉校园暴力和欺
凌犯罪120余人，同比下降62.4%。针对
网络游戏、旅馆入住、烟酒销售等未成年
人保护重点领域，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6800余件。

针对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家庭
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检察机关持续加
强关爱救助工作，2023年1月至6月，共
实际救助未成年人6000余人，发放救助
金 5000 余万元，有效助其尽快摆脱阴
影、走出困境，回归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状
态。

此外，2023年1月至6月，检察机关
通过帮教回访、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
等形式对不批捕、不起诉、被判处刑罚、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罚等未成
年人开展特殊预防2500余次，开展法治
巡讲8800余次。

最高检：

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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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联合印发
猴痘防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