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

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第一
时间启动重大案件侦办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3日电 记者 13日从公安部

获悉，全国打击性侵犯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公

安机关迅速行动、重拳出击，共破获性侵案件（含积

案）2.86万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22万名，有力维

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全国打击性侵犯罪专项行动推进会 12日召开，部

署深入推进打击性侵犯罪专项行动，要求进一步强化

组织领导，迅速掀起新一轮打击高潮。要强化线索

发现，注重在工作中发现挖掘犯罪线索，及时立案

查处性侵犯罪。要强化案件侦办，坚持“零容忍”态

度，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第一时间启动重大案件侦

办机制，集中优势警力资源快速侦破处置；对网络

交友类性侵案件广泛拓展线索，彻底摧毁犯罪网

络。要继续挂牌督办一批久侦未破、影响恶劣的性侵

积案，组织开展重点攻坚，全力缉捕在逃性侵犯罪嫌

疑人。要强化办案取证，规范办案程序，加强受害人隐

私保护，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要加强与检法机关的沟

通协调，统一证据标准，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处性侵

犯罪，形成强大震慑。

焦点四：高温影响下旱情如何？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长江流

域部分地区旱情快速发展。水利部11日发

布旱情通报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

庆、四川6省市耕地受旱面积 967万亩，

有 83 万人因旱供水受到影响。水利部

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 6省市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向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发出

通知，要求提早采取抗旱措施，减轻干

旱影响和损失。同时，组织编制长江流

域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针对重点旱区

逐流域提出调度措施，并提前谋划三

峡、丹江口等 51座主要水库调度，为抗

旱储备水源。

陈丽娟表示，秋季长江流域降水

偏少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尤其是中下

游地区可能出现夏秋连旱。气象部门

将继续加强监测预测，及时滚动订正

预测意见。

目前仍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各地应提前做好洪水干旱各项应

对工作。

焦点三：持续高温天气成因有哪些？会否成为常态？

陈丽娟说，夏季出现高温热浪事

件，从气候态角度来讲是正常的。但今

年夏季高温热浪事件持续的时间、强

度和影响范围，都已经达到非常强的

水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和后期

预测，今年 6月以来我国出现的罕见高

温天气，有可能达到 1961 年有完整气

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高温事件。

陈丽娟分析，从影响气温最直观

的因素——大气环流特征来看，今年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且西

伸，同时其南、北边界均外扩，范围非

常大。“类似今年这样的高温酷暑，在

以后的夏季出现频率可能较高。”陈丽

娟说，气候变化背景下，高温热浪事件

将成为一个常态。此外，今年高温天气

开始早、结束晚、持续时间长，这种特

征在未来可能也会越来越显著。

不仅是我国高温频发，入夏以来，

北半球多地出现高温热浪事件，法国、

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多个城

市刷新高温纪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

告指出，最近 50 年全球变暖正以过去

2000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气

候系统不稳定性加剧。

专家分析
近期高温天气四大焦点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日数多、覆盖范围广、多地最
高气温破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8月 13日继续发布高温红
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当天启动高温三级应急响应。持续高温
天气极端性如何？原因和影响有哪些？是否会成为常态？

焦点一：近期高温天气情况如何？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

绍，7 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等

地出现范围较大、强度较强的高温天

气。8 月 12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

个高温红色预警；截至 13日，中央气象

台已连续 24天发布高温预警。

数据显示，7月以来，浙江全省35℃

以上高温日数平均有31天，38℃以上平

均16天，均为历史同期最多；重庆全市平

均高温日数达29.3 天，为 1951年以来同

期第 2多；上海今年 35℃以上高温日数

共 40天，40℃以上高温日数为 6天。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

表示，目前区域性高温过程还没有超

过 2013 年，但未来两周南方高温天气

仍将持续。根据预测，此次区域性高温

过程持续时间将超过 2013 年的 62 天，

成为 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高温过程，今年高温天气综合强度可

能将为 1961年有完整记录以来最强。

焦点二：预计高温红色预警将持续多久？

据陈涛介绍，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

红色预警的标准为：过去48小时，4个及

以上省份的部分地区连续出现最高气温

达40℃及以上，且预计上述地区未来仍

将持续。

“从 12日的预报过程来讲，首先根

据监测，四川、重庆、浙江、江苏以及湖

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持续性

的 40℃以上高温天气。同时通过对大

气环流的分析，预计未来四川盆地到

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仍然会有范

围较大、强度较强的高温天气。”陈涛

说，初步预计未来 4到 5天高温天气仍

将满足红色预警的发布标准，中央气

象台将持续跟踪天气实况和预报发

展，及时进行滚动更新预报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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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关键词透视2022世界5G大会
据新华社 当今 5G 发展现状怎样，透露

出哪些趋势和期盼？连日来，13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百名嘉宾聚集在哈尔滨市，就他们关注的

5G 话题展开交流研讨。科技、赋能、合作是

2022世界 5G大会的三个关键词。

5G科技世界触手可及
“请佩戴好口罩”，在 2022世界 5G大会展

厅，一只四处“溜达”的机器狗引起围观。如果

你忘记戴口罩，它就会“善意”提醒。

“机器狗搭载着传感器，没戴口罩就会被

自动检测到。”黑龙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传感器能搭载在很多应用上，未来

可以做无人机园区巡逻、机器狗导盲等工作。

8 月 10 日开幕的 2022 世界 5G 大会以“筑

5G生态 促共创共利”为主题，围绕国际合作、

技术前瞻、数字产业、5G＋行业应用四大板

块，为全球 5G发展搭建高端平台。

在操作台控制白色机械臂进行远程超声

诊疗、戴上 VR头盔体验 5G虚拟驾驶……本届

5G大会集聚了代表最新技术的 64家企业、412

件 5G行业融合应用解决方案与产品，让 5G世

界触手可及，延伸着人们对未来数字世界的无

限想象。

大会展厅折射出未来生活的日常场景。

“我国 5G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已进入社会

生活多个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

信论坛理事长邬贺铨说。

“5G＋”赋能千行百业
位于哈尔滨市郊区的闫家岗农场，风吹

过，稻浪翻滚。

农场里，“叶龄仪”通过 5G＋高清 AI摄像

头，对水稻的叶龄智能诊断、病害识别；水渠

边，自动水位仪根据土壤墒情监测，定时定量

开启闸门灌溉庄稼；田地旁，农机设备实现无

人化操作……这是黑龙江探索数字农场建设

的缩影。

在本届 5G 大会上，代表这一实践的“‘大

国粮仓’——龙江 5G 数字农场”项目入选“5G

十大应用案例”。

近年来，5G＋工业、5G＋农业、5G＋医疗、

5G＋教育、5G＋文体娱乐等日臻成熟，带动了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兴起，深刻影响着我国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

“5G 已经和千行百业产生了关联。”华为

无线室内数字化领域产业发展总监赵伟说。

“5G十大应用案例”还包括：千兆虚拟专网

助力江南造船5G全连接工厂应用落地、福建宁

德时代 5G＋智慧工厂、广东南方电网 5G智能

电网……5G在产业化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来自 2022世界 5G 大会的数据显示，中国

5G网络基站数量达 185.4万个，终端用户逾 4.5

亿户，均占全球 60％以上。不断完善的信息基

础设施，正推动 5G融合赋能向纵深发展。

合作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近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

布局 5G技术和产业，但 5G发展也面临风险与

挑战。

作为全球 5G 领域重要的国际性盛会，世

界 5G 大会自 2019 年在北京首次举办以来，一

直致力于为构建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全

球科技和产业合作体系描绘蓝图。

“合作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多位与会者指

出。“高通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有近 30年的深

入合作，我们将携手加速移动生态系统创新，

推动更多应用场景落地。”高通公司中国区董

事长孟樸说。

“中国有许多活跃的瑞士工业企业，创新

精神、开阔思维、新兴技术、对话与信任，这些

都是确保数字化助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瑞士机械和电气工程行业协会主席马丁·希策

尔视频发言时表示。

“构建 5G 生态系统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业

界人士携手努力，才能使 5G 技术的价值和益

处惠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协会首席执行官洪曜庄说。

新华社合肥 8月 12日电 记者从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8月 12日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

现重大突破，创造场强 45.22 万高斯的稳态强

磁场，超越已保持了 23 年之久的 45 万高斯稳

态强磁场世界纪录。由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认为，该成

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强磁场是探索科学前沿的一种极端实验

条件，在发现新现象、催生新技术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自 1913 年以来在高温超导、量

子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屡有重大发现，已有

约 20项相关成果获得诺贝尔奖。

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国家发展改革委

“十一五”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使我国

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第五个拥有稳

态强磁场的国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是稳态

强磁场实验装置的承建法人单位，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为共建单位。科研团队经过多年自主创

新，在建成世界一流稳态强磁场基础上，不断

创新磁体结构、优化制造工艺，于 8 月 12 日成

功创造 45.22 万高斯的场强新高，刷新同类型

磁体的世界纪录。

“45.22 万高斯有多强？地球磁场约等于

0.5 高斯，新纪录相当于地球磁场的 90 多万

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光力说，就像显微镜

放大 100 倍比放大 10 倍能看得更清楚，磁场

越强，越有助于探明物质的内部结构，为人

类发现自然规律、研发新型技术提供更好的

条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朝辉说，实现 45.22 万

高斯，意味着人类操控磁场的能力达到新高

度，让科学家做研究时看得更准、更清晰。

据了解，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投入使用以

来，到目前已运行超过 50万个机时，为国内外

170 多家科教机构提供了实验条件，支持科研

人员在物理、化学、材料、生命、工程技术等领

域开展 3000 多项前沿研究，取得系列重要科

研突破。

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实现重大突破
刷新同类型磁体的世界纪录

美国搜查令列举特朗普
可能存在的刑事犯罪行为

新华社华盛顿 8月 12日电 经美国一家联邦地

区法院法官批准，联邦调查人员近期突击搜查前总统

特朗普住所海湖庄园时所执行的搜查令 12日公开。这

一搜查令列举了特朗普可能存在的3项刑事犯罪行为。

搜查令所列举可能的刑事犯罪行为包括处理联

邦政府文件不当、妨碍司法和传输国防情报。相关罪

名如果成立可导致罚款或监禁。

搜查令显示，调查人员被授权查获任何印有机密

标记的文件，涉及提取、储存或传输国防情报资料或

机密文件的信息，特朗普任期内任何官方记录，以及

故意篡改、销毁或藏匿官方记录或机密文件的证据。

另据公开的查获物品清单，调查人员从海湖庄园

带走33项物品，包括一些被标注为“最高机密”的文件。

特朗普 12日发表声明称这些文件已被解密过，抨

击美国司法部“玩弄政治”。这名共和党籍前总统此前

还曾指责民主党人把美国司法体制“武器化”，继续对

他“政治攻击”，目的是阻拦其再次竞选总统。美司法

部长梅里克·加兰 11日在记者会上说，他亲自批准向

法院申请搜查令以及执行对海湖庄园的搜查。

本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突击搜查特朗普在

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住所海湖庄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

一次前总统因为刑事调查而导致住所被突击搜查。

美国法律规定，美总统任内所有文件须留存，并

在卸任时交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管理。美国国家

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今年 1月底和 2 月初说，他们从海

湖庄园运回 15个装文件的箱子，特朗普任内一些纸质

文件“被撕毁”。特朗普的代表当时说，他们将继续在

海湖庄园寻找应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

科技部

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
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3日电 8月 12日，科技部在

北京召开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推

进会。

会议要求，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要积极响

应国家战略需求，主动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严峻

形势，要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保就业促创业

的主力军。

一是着力增强综合实力，充分发挥稳住经济基本

盘的重要支撑作用。要抓好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做大

做强主导优势产业，确保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全力抓

好疫情防控。

二是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强化对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引领示范作用。要集聚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提升原创能力，打造人才高地。要有创新定力，靠

科技创新强基固本，着眼长远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三是着力优化创新生态，推动高水平创新创业。

四是着力构建高效协作的创新网络，强化东西

合作、南北互动，发挥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辐射带动

作用。

五是着力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完善培育体

系，加大资源支持力度，推进惠企业政策落地。

六是着力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工作，在

保就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海南千方百计安排滞留
旅客离岛

据新华社海口8月 13日电 记者 13日从海南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正千

方百计安排滞留旅客离岛。截至 13 日 6 时，海口美兰

机场共运送滞留旅客 1514人，三亚凤凰机场共运送滞

留旅客 7321人。

8 月 1日至 8 月 12 日 24 时，海南省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阳性感染者 6399例，其中确诊病例 3315例、无症

状感染者 3084例。其中，12日海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59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832例。

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综合组副

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介绍说，

目前三亚市疫情仍处于高位平台期，儋州、陵水、东

方、临高、万宁、乐东等市县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

杜建伟说，下一步，海南将统筹核酸检测力量，

全力提升疫情增长较快市县的核酸检测能力；坚持

救治关口前移，重点关注可能会转为重型、危重型的

患者，加强病例转运、诊疗等信息互联共享，为患者

转入方舱医院后续治疗提供支撑；统筹用好本地医

疗资源和兄弟省份支援力量，既满足方舱医院急需，

也保障好本地居民正常就医尤其是急诊、急救的医

疗需求。

◀上接01版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新一轮的湘江治

污摒弃了“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湖南省及

沿江八市掀起了一场治污风暴。

移厂进园、移土进山、移河改道……通过

“愚公移山”式的工作，“世界铅都”衡阳常宁市

水口山 38万吨历史遗留含砷废渣得到安全处

置，100 多家“小散乱污”企业整合成 6 家入驻

工业园。

在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铅

冶炼厂里的环保车间放置了一个鱼缸，里面养

了 10多条金鱼。鱼缸里的水，正是经膜处理后

的工业废水。

公司副总经理唐志波说，膜处理净化后的

水能直接饮用，虽然 1吨水的处理成本达 20多

元，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提出‘不环

保、不生产’。”唐志波说。

“逐步还清老账，坚决不欠新账。”常宁市委

书记吴乐胜介绍，随着当地水质明显改善，鱼类

资源量近年来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递增。

据统计，十年来，湘江流域累计淘汰涉重

金属污染企业 1200余家。

为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监督，湖南向社会

公开招募数百名湘江“绿色卫士”。

十年来，湘潭生态环保协会的志愿者毛建

伟持续监督清水塘、竹埠港等地排污口，多次向

政府举报企业偷排行为。他和伙伴们看到，一些

污染企业被关停，沿江排污口减少，原本时常五

颜六色的河流，逐渐恢复成了一江清水。

“政府和沿岸老百姓对环境治理有着共同

的期盼，形成的合力让污染无处遁形。”毛建伟

感慨地说。

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湘江探索
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地处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是我国首个重

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柴立元介

绍，中心曾攻关湘江冶炼重金属固废利用、重

金属废水回收利用等技术，大规模应用后，一

些突出的技术难题得到破解。

“重金属污染治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

题。我们的思路是，以资源化的方式，在源头减

少污染物的排放。”柴立元说。

“世界锑都”锡矿山，7500 万吨废渣曾遍

布矿山各个角落，地表水砷、锑浓度超过国家

标准，有毒成分威胁生态环境。

当地曾广泛寻找砷碱渣的治理方案未果。

湖南省举全省科研力量，组织湖南黄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中南大学等单位开展技术攻关。

2021 年 12 月 20 日，锡矿山地区砷碱渣无

害化处理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国家级专家组认

可。专家认为，新技术解决了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瓶颈问题，也为其它有色金属冶炼砷渣处

理提供了思路。

清水塘整体搬迁是湘江治污战中的一

场“苦战”。在中央和湖南省支持下，株洲市

筹集资金近 300 亿元，完成 261 家企业关停

搬迁，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在

搬迁后实现转型升级。然而，工业生产“归

零”后，如何治理留下来的污染场地是难度

更大的课题。

株洲在清水塘持续开展水系、历史遗留废

渣治理及污染土壤治理修复，目前累计修复与

风险管控污染土壤 2800 亩，得到世界银行专

家在内的业内人士广泛赞誉。

重金属污染治理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湘江

十年治理已迈出重要一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厅长邓立佳说，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湖南

将继续整合政府和社会力量开展攻关，探索建

立重金属治理全过程、全生命周期治理之道，

不断提升环境保护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