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

意见》，为全链条、全方位

打击惩治电信网络诈骗违

法 犯 罪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支

撑，向社会传递依法从严

惩处的强烈信号。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上升势头虽然得到了

有效遏制，但仍防不胜防，

威胁民众“钱袋子”安全，

更侵蚀社会信任。在“互

联网骗子”的众多把戏中，

网络刷单返利、虚假投资

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

客服、冒充公检法是 5 种

主要的诈骗类型。特别是

一些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集团案件，被害人范围

较广、人数较多，社会危害

严重。

电信网络诈骗已由社

会治安问题变成社会治理

难题。重拳严惩此类违法

犯罪活动的同时，我们更

要 打 防 结 合 ，防 范 为 先 。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发生的

信息链、资金链、技术链、

人员链等各环节，以强有

力的举措进行反制。

与诈骗分子“斗智斗勇”，需构

建以技防为核心的反诈防护网，以

专 业 化 技 术 治 理 职 业

化 、产 业 化 网 络 犯 罪 。

在 日 常 预 警 劝 阻 中 ，劝

阻 速 度 要 跑 赢 受 害 者 掏

钱 的 速 度 ，技 术 手 段 能

第 一 时 间 撕 掉 电 信 网 络

诈骗分子的“伪装”。现

在 有 不 少 互 联 网 公 司 和

技 术 平 台 自 主 研 发 反 欺

诈 系 统 ，并 将 其 设 置 为

长 期 策 略 。 下 一 步 要 统

筹 推 进 跨 行 业 、跨 企 业

统 一 监 测 系 统 建 设 ，充

分 利 用 大 数 据 反 诈 ，打

造 技 术 反 制“ 撒 手 锏 ”，

精 准 识 别 ，及 时 发 现 高

风 险 电 话 卡 、异 常 账 户

和可疑交易等。

技 术 反 诈 也 是 强 化

源 头 治 理 、综 合 治 理 的

必 然 要 求 。 清 除 涉 诈 黑

灰 产 土 壤 ，才 能 让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无 处 生 根 。 快

破 案 不 如 不 发 案 ，多 追

赃 不 如 少 受 骗 。 当 前 ，

反 电 信 网 络 诈 骗 立 法 正

加 快 推 进 ，将 为 推 进 全

方 位 反 诈 、全 民 防 诈 提

供 法 律 支 撑 。 公 检 法 以

及 通 信 、金 融 等 相 关 部

门 不 仅 要 高 度 重 视 追 赃

挽 损 工 作 ，而 且 要 举 一

反 三 。 通 过 推 动 加 强 行

业 监 管 ，填 补 系 统 漏 洞 ，

完善防范性制度措施建设，形成打

击治理合力，协同共治把电信诈骗

挡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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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稳增长保畅通稳市场
——访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徐成光

本报记者 齐 慧

今年以来，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

总体实现平稳开局，为稳经济作出突出

贡献。但受国内疫情叠加国际地缘政

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依然存在不少堵

点、难点。

复杂局势下，如何推进物流保通保

畅？怎样顺利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如何帮助企业和运输经营者渡过难关？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交通运输部党组

成员、总规划师徐成光。

记者：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背景下，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

情况如何？

徐成光：今年以来，面对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交通运输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推动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

实现平稳开局，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

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货运稳。一季度，全社会货运

量同比增长 1.5%，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正

在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二是港口稳。

一季度，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6%，特别是外贸航线增长较快，同比

增长 5.0%。这表明我国货物贸易增速

较快，结构继续优化。三是投资稳。一

季 度 ，交 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9.8%，增速较去年全年加快近 6 个百分

点，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稳增长提供

了有力支撑。

随着物流保通保畅等各项政策逐

步发力见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持续向

好，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交通固定资产

投资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货运量保

持较快增长，全国干线公路大动脉基本

打通，港口生产平稳有序，物流不畅的

问题正在逐步有效解决。

记者：中央政治局 4 月 29 日召开会

议强调，要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交通运输行业如何落

实这个要求？

徐成光：交通运输部认真贯彻落实

4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 4 月 26 日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精神，按照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举全行业之力抓实抓细抓

好各项工作。

一是积极扩大交通有效投资。加

大政策储备力度，适度超前开展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

设重点，着力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

架，精准补短板、强弱项，统筹推进国家

102 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项目，努力形

成 更 多 实 物 工 作 量 ，创 造 更 多 就 业

岗位。

二是强化物流保通保畅。坚持全

国一盘棋，聚焦物流堵点卡点问题，紧

盯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问题和民

生保障，全力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切实保障物流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三是促进企业纾困解难。积极指导

和帮助交通运输企业应享尽享、用好用

足国家扶持政策，加快建设统一开放交

通运输市场，不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

境，全面落实好“六稳”“六保”交通运输

各项任务，全力实现年度各项任务目标，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记者：当前物流保通保畅还存在哪

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徐 成 光 ：根 据 我 们 的 日 常 调 度 监

测，一些地方还存在保通保畅关键政策

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国省干线和农村公

路违规设置的防疫检查点还没有做到

“应撤尽撤”，车辆通行证和核酸检测证

明在部分地区还做不到互认，有的地方

还存在对货车司机强制赋黄码、“一刀

切”劝返等问题，重点涉疫地区城市末

端微循环特别是“最后一百米”不畅的

问题依然存在。

下一步，我们将调动各方力量，全

力做好物流保通保畅各项工作。一是

保政策落到位。持续深入落实国务院

保交通物流畅通十项举措，把每项任

务都细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

施 ，确 保 政 策 执 行 不 留 死 角 和 盲 区 。

二是保大动脉畅通。坚决防止高速公

路收费站、服务区关闭关停问题反弹，

坚决避免未经审批将防疫检查点向国

省干线和农村公路转移，确保交通干

线网络畅通。三是保微循环顺畅。备

足用好应急物资中转站，推动因疫情

关停的邮政快递分拨中心和网点有序

恢复运营，推动快递员有序返岗，提升

末 端 配 送 能 力 。 四 是 保 重 点 区 域 运

行。按照“打通长三角、改善珠三角、

巩固京津冀”的阶段目标，精准对接重

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物资的保供保

运需求，有力支撑区域经济运行。五

是保基本民生需求。重点保障粮食、

能源等民生物资运输，千方百计优先

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提高

物资配送效率，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

活不受影响。

记者：交通基础设施是兴国之要、强

国之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战略支撑和先行领域。今年一季度交通

运输领域扩大有效投资的成效如何？

徐成光：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

“瓶颈制约”到“总体缓解”再到“基本适

应”的历史性转变，但“大而不强”的矛

盾仍然突出，还存在质量不优、效率不

高、融合不够、韧性不强以及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等问题。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把扩投资、

稳增长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及早部

署，提出 16 项政策举措，会同财政部及

早下达车购税补助资金，抓大带小推进

国家 102 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项目，适

度超前开展规划内项目前期工作，建立

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及时协调资

金、土地等要素保障供给，为扩大交通

有效投资创造较好的条件。一季度，完

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6360 亿元，同比增

长 9.8%，增速较去年四季度加快 1 个百

分点，为积极扩大内需、稳住宏观经济

大盘作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强调，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发

展。下一步交通运输领域将如何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徐成光：交通运输部将按照构建现

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目标，不断优化交通

基 础 设 施 布 局 、结 构 、功 能 和 发 展 模

式。一是全面贯彻落实“两个纲要”。

按照《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确定的建设目标

和主要任务，加快建设“6 廊 7 轴 8 通道”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二是加

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强综合交通

枢纽和集疏运体系建设，推进城市群交

通 一 体 化 ，稳 步 推 进 建 设“ 四 好 农 村

路”，不断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三

是全面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发挥重大

项目示范带动作用，加快推出一批强基

础、增动能、利长远的大通道、大枢纽和

新型基建大项目，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提供有力支撑。四是全面推进交通基

础设施智慧绿色发展。推动大数据、互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交

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实现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大力推广绿色基建，加强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与

自然生态相协调。

此 外 ，还 要 全 面 做 好 项 目 前 期 工

作，推动强化资金保障。推动形成高质

量的项目库、政策包，协调抓好用地用

海和资金等要素资源保障，推动具备条

件的规划内项目能开尽开，尽快形成实

物工作量，为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

增强发展后劲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受疫情影响，交通运输企业

经营普遍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

若干纾困解难的措施，效果如何？下一

步有什么政策举措？

徐成光：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多

项助企纾困政策，帮助运输企业及经营

者渡过难关。概括起来主要是“三减两

补一支持一精准”。

“三减”，就是减免公共交通运输服

务增值税等税费，减免房租，减少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保费用，这将直接

减少企业支出；“两补”，就是继续给予

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给予并提高中

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为企

业提供补助资金支持；“一支持”，就是

给予金融保险政策支持，设立 1000 亿元

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开辟信贷审批

“绿色通道”，给予贷款展期和续贷安

排，开发针对性保险产品，避免资金链

断裂。“一精准”，就是实施精准疫情防

控举措，减少通行限制，优化企业和货

车司机经营的外部环境。

这些政策力度大、措施实、含金量

高、针对性强。我们通过建立完善工作

机制、落实落细帮扶举措、密切跟踪解

决问题等多项措施，推动纾困政策落地

见效，让交通运输市场主体渡过难关、

更有奔头。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抓好纾

困政策落地，指导企业用好用足、应享

尽享国家财税支持政策，持续加强行业

运行和企业经营状况的监测。同时，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统一开放

的交通运输市场，全面实施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

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健康规范的交

通运输环境。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

据新华社天津 5 月 4 日电（记者
周 润 健）“ 一 朝 春 夏 改 ，隔 夜 鸟 花

迁”。当太阳到达黄经 45 度时，立夏

节气到了。北京时间 5 月 5 日 20 时

26 分将迎来立夏。此时节，夏日初

长，槐柳阴密，帘栊暑微，万物并秀。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

澍伟介绍说，每年公历的 5 月 5 日或

6 日，为立夏节气之始，它是二十四

节气中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第一个

节 气 ，与 立 春 、立 秋 、立 冬 并 称“ 四

立”，代表着季节的转换与过渡。“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成

为立夏时节的景观特色。

古人所说立夏，含“万物至此皆

长大”之意：“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

大也”。就是说一到立夏，随着日照

和雨水的增加，气温逐渐升高，农作

物和各种绿植开始茁壮成长。

立夏时处春夏交替之际，公众

该如何养生保健？罗澍伟结合养生

保健专家建议指出，一定要顺应环

境变化，科学养生。中国传统医学

认为，立夏养生的关键是养心——

包括心脏在内的整个神经系统，甚

至精神心理因素。这是因为心主阳

气，能推动血液循环，维持人的生命

活动；温养心阳，可使体液新陈代谢

正 常 ，心 脉 无 阻 ，预 防 心 脏 疾 病 的

发生。

进入立夏，人体新陈代谢加快，

食欲也很容易受到影响，此时饮食也

应当遵照“春夏养阳”的原则，以清

淡、易于消化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

主，减少油腻厚味和辛辣食物的摄

入。可适量增加蛋、奶、豆制品、瘦肉

以及蔬菜、水果、粗粮的用量，保障优

质蛋白与纤维素的供给，以维持脏腑

功能的正常运转。

春夏交替，昼长夜短，气温升高，

气候干燥，中老年人往往会出现心脑

血液供给不足，烦躁不安，酸懒倦怠

等症状。应晚睡早起、增加午休、适

度锻炼，有意识地接受天地清明之

气，进行精神调养，确保个人精力饱

满，体力充沛，以平和愉悦的心情，喜

迎夏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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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 5 月 4 日讯（记者王伟、潘
世鹏）近日，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

道的海口中交国际自贸中心项目工地

上，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工人们忙碌地

作业施工。中交集团海南区域总部总

经理刘军利说，自进入海南以来，中交

集 团 累 计 参 与 海 南 各 类 项 目 建 设 超

1500 项。

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投身海南自

贸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后，海南印发《推进“百家央企进

海南”行动方案（2020—2022）》。国务院

国资委、海南省委省政府也多次召开央

企座谈会，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中国旅游集团、重组后的海南港航

控股、招商局海南开发公司、大唐贸易和

大唐海控等一大批央企，成为在政策实

践、产业引领、园区建设等方面支持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电信、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铁塔加快推进

海南 5G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自贸港

通信服务能力。南方电网、东方电气集

团等配合海南智能电网建设，推动电力

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中铁建设集团、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积极参与民生工程

和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海南自贸港重点

项目建设主力军。

当前，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海南

炼化 100 万吨乙烯项目正进入设备安装

高峰期，该项目将成为海南省和洋浦经

济开发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预计直接

拉动下游产业总产值超过 1000 亿元。

为服务好这些牵引性带动性强的中央企

业，海南紧紧围绕服务做文章，加大补链

延链服务招商工作，推动夯实产业集群

基础。

2021 年，驻琼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

达 4113 亿元，同比增长 60%。2018 年以

来，累计有 50 余家央企与海南省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截至 2021 年底，驻琼央企

户数达 596 家，同比增长 22.6%；资产总

额 6540 亿元，同比增长 17.4%；利润总额

303 亿元，同比增长 82%。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晓明表示，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健全工作对接机制，加大保障力度，为央

企在琼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

“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1.6亿人次

近郊游升温带动多元消费
本报北京 5 月 4 日讯（记者张雪）经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

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6 亿人次，同比减

少 30.2%，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

期的 66.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646.8 亿

元，同比减少 42.9%，恢复至疫情前同期

的 44.0%。

各地在落实好疫情防控要求前提

下，加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防范游客过

度聚集，满足群众出游需求。今年“五

一”假期，全国共有 8716 家 A 级旅游景

区 正 常 开 放 ，占 A 级 旅 游 景 区 总 数 的

61.3%。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乡村四时好

风光——春生夏长 万物并秀”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 113 条。江西开展“红五

月 再出发”文旅宣传推广季活动。新疆

结合“肉孜节”举办 120 项旅游活动和 87

项文化艺术活动。

与此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旅游惠

民力度。贵州发放 2022 年多彩贵州文

旅消费券，推出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门票

五折、套票打折等系列优惠举措。四川

开展“五一好去处 安逸走四川”活动，全

省 122 家收费旅游景区实施门票打折、

优惠套票等措施。重庆举办“重庆人游

重庆”旅游景区惠民活动，全市 35 个区

县、94 个景区推出门票优惠活动。

不过，疫情防控政策动态调整对全

国范围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产生一定

影响。四川九寨沟、杭州西湖等景区客

流较往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微旅游”“微

度假”成为人们主流出游方式，城市公

园、开放式景区景点及近郊周边乡村承

载主要休闲需求。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吴若山认为，这个假期本地深度游和

品质游是主流趋势，特别是大城市的客

群明显向周边郊区、乡村流动，以享受户

外风光、家人小聚、休闲放松为核心的露

营成为游客休闲的新热点。

“五一”假期，露营成为最火的出游

方式。去哪儿旅行网大数据显示，露营

相关产品预订量是去年的 3倍，可以露营

的公园门票销量同比去年涨幅超四成，

部分城市露营地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去

年涨幅达 1.5 倍。去哪儿旅行商城负责

人任天表示，自动帐篷、天幕、折叠桌椅

等部分露营刚需类商品节前一周已经售

罄。许多酒店、民宿也打起了“露营特色

牌”，携程平台带有“露营”标签的相关酒

店、民宿订单量较清明假期增长 153%。

近郊周边游还带动乡村游热度升

温，山居民宿、赏花摘果、农耕研学等休

闲体验活动备受青睐，特色度假型民宿、

农家乐带动旅游消费，各地民宿价格稳

中有升。飞猪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乡村

民宿订单量环比增长 120%。

“民宿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场景。现

在不少民宿都会提供丰富的周边游活

动，‘民宿+’能带动周边景区、餐饮等多

元消费，是拉动消费必不可少的一大抓

手。”途家民宿副总裁胡阳认为，各地发

放的文旅消费券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杠

杆作用，激发文旅综合消费。

5 月 2 日，浙江省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

温岭段城南站，建设者在涂装车站外墙。

台州市域铁路 S1 线工程是国内首条采用

PPP 模式并落地的市域铁路项目。“五一”

期间，建设者坚守岗位施工，紧锣密鼓推动

项目提速，确保 6 月 30 日前全线完工并试

运行。 刘振清摄（中经视觉） 一版编辑 周 剑 温宝臣 二版编辑 刘志强
三版编辑 杜 铭 张 可 美 编 吴 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