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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原“泰土告字（2021）14号公告”更正为“泰土告字（2021）14—1

号公告”及附件中挂牌文件作相应更正。
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2日

为缓解环山路交通拥堵现象，提高环山路的车辆通行效率，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决定在环山路普照寺路口增设由西向北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的
禁令标志牌，以及监控抓拍设备，在7:30-8:30、17:00一18:30时段
内实行禁止机动车左转的交通管理措施。

请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机动车违反禁令标
志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条、第三十八条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本公告自2022年7月18日起施行。
泰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7月12日

关于环山路普照寺路口
由西向北限时禁止机动车左转的公告

声明
◇岱岳区粥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泰龙社区卫生服务站丢失医疗
机构许可证副本（登记号PDY60032237091112B2001），声明作废。
◇泰安市岱岳区光彩家百味沙县小吃店丢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JY23709110020593，声明作废。
◇本人潘如栩，身份证号：23081120060624001X，遗失泰安万岳置业
有限公司编号为2013945房款收据一张，日期2019年9月2日，金额
壹佰陆拾万元伍仟零陆拾肆元整（1605064元整），遗失泰安万岳置业
有限公司编号为2016740公共维修基金收据一张，日期2021年1月
29号，金额壹万贰仟壹佰柒拾肆元整（12174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张尊重不慎将恒信青云·龙玺台2号楼2单元的301定金收据丢失，收
据金额10000元，收据编号20220628-00000002，现登报声明作废。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
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
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3.68 万亿
元，同比多增9192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
人民币贷款余额206.35万亿元，
同比增长11.2%，增速比上月末
高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低
1.1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住
户贷款增加2.18万亿元；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11.4万亿元，其
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6.22 万亿
元。6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2.81 万 亿 元 ，同 比 多 增 6867
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月末，我

国广义货币（M2）余额258.15万
亿元，同比增长11.4%，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3个和
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
额67.44万亿元，同比增长5.8%，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高1.2个和0.3个百分点。

另外，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
款增加18.82万亿元，同比多增
4.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
加10.33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累计为21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多3.2万亿元。6月末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为334.27万亿元，同
比增长10.8%。

北京：

向着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迈进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11日预拨2.7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
持地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其
中，预拨2亿元，支持辽宁、吉林、
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 6 省
（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由地方
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

助，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
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
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
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7000
万元，支持甘肃、内蒙古、陕西3
省（区）做好抗旱救灾工作，重点
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等
问题。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3.68万亿元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预拨2.7亿元支持地方防汛抗旱

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
——权威专家解读第九版防控方案

这是7月11日拍摄的停靠在平潭海事监管
基地的“海巡06”轮（无人机照片）。

7月11日，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
“海巡06”轮在福建平潭正式列编福建海事局，
这将有效加强福建沿海的海事监管服务力量，
提升水上交通动态管控和船舶险情事故应急处
置水平，在保障物资运输通畅和重要航运通道
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发

台湾海峡首艘
大型巡航救助船列编

新华社济南7月11日电（记
者 徐速绘）盛夏时节，在黄河山
东鄄城段的大堤上，地表温度超
过40摄氏度，山东省菏泽市鄄城
县阻泳志愿者林演华身穿红色志
愿者马甲，手里拿着扩音器，在大
堤上步行进行防溺水义务巡逻。

像林演华这样的阻泳志愿者
在山东菏泽市就有超过2000名，
每年夏季溺水事故易发期间，他
们作为志愿者义务在185公里长
的黄河山东菏泽段巡回开展防溺
水巡逻。

黄河在山东流经菏泽、济宁、
东营等9个地市。“黄河表面平
静，但水面下有很深的漩涡，往往
多走一步，水深就会突然由膝盖
增至五六米甚至二十多米。”菏泽
市防溺水安全教育中心主任倪健
介绍说。

在郓城县黄河河务局苏阁管
理段的视频监控室，正在值班的
闫昭坤通过视频监控设备发现在
7号险工大坝的斜坡上有两名年
轻人在活动。闫昭坤立即呼叫正
在巡逻的工作人员前去劝离，只
见仅仅过了三分钟，三名身穿橘
红色救生衣的巡逻员就出现在视
频画面里，很快这两名年轻人被
劝离了易发生溺水事故的地方。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每天都

要处理十来起，节假日的时候还
会成倍增加。”闫昭坤告诉记者。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当地黄
河河务局还给每个管理段配置了
一架无人机用于视频监控和巡
查。苏阁管理段的工作人员石书
浩经过培训成了无人机操作员，
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每天轮
班操作无人机在约12公里长的
黄河大堤上空进行飞行巡逻。石
书浩介绍，与固定机位视频监控
设备相比，无人机巡逻可以有效
发现视角盲区的情况，遇到突发
溺水事件时还能及时赶到现场上
空，为开展救援提供帮助。

据此前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
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
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水死亡
人数占总数的56%。6月下旬，
山东省水利厅、山东省教育厅共
同举行“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
网”主题宣传教育行动，并正式启
动防溺水预警平台，推动构建全
省未成年学生防溺水“立体安全
网”。

山东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徐
希进介绍，去年以来，山东省在水
库、堤防、水闸等工程，新增视频
监控点8000余处，配备预警设施
近2000套，安全防护设施5000
余套，设置标识标牌3.5万余处。

山东黄河沿岸
打造防溺水“安全网”

下决心主动做“减法”，成为全国第
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坚定信心努
力做“增量”，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擘画的“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
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
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宏
伟蓝图，北京在“增减”之中，推动深刻
转型，实现创新引领，努力把为人民造
福的事情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实现减量发展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36号，曾是北
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动物园批发
市场，在北京城市中心存在超过30年，
北京人称之为“动批”。

如今，“动批”所在地已变身为国家
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和探索金融科技创
新试点机制的园区，截至目前累计引进
重点金融科技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等
152家。按照规划，2025年，这里将成
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军企业集聚地。

2005年开始在“动批”经营服装生
意的张文凯，如今还经常会回“老地方”
看看。“当年‘动批’确实热闹，不过人
多、车堵、环境杂乱，安全隐患和风险让
人想起来都后怕。现在这里大变样儿
了。”张文凯说。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大城市
病”曾深深困扰着这座特大城市。“动批”
蝶变，成为首都十年间转变发展模式的
一个生动写照。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2014年，北京进入以疏解
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获批，
为城市发展描绘新蓝图。

十年来，北京“壮士断腕”“刀刃向
内”，“瘦身健体”“提质升级”，累计退
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疏

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个；拆除违法建设超3亿平方米，
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10平方公里。“十
三五”期间，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
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减量发展成
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

经过整治，“燕京小八景”之一的
“银锭观山”美景重现；首钢园从工业遗
址变身奥运园区和科幻产业园区，成为
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

减量发展是长久之计，正以提升首
都功能、人居环境、城市品质为目标持
续推进。

以高质量的“增量”
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南路，
记者通过应用软件呼叫自动驾驶车辆，
3分钟后，一辆轿车驶来停靠在路边。
等候交通信号灯、超车、并线，车辆全程
自动行驶。

依托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北京2021年设立国内首个智能网
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已进行了无人配送
车上路、高速公路测试、无人化测试，目
前累计安全测试里程接近300万公里。

近年来，北京通过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
新需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叠
加效应，高质量的“增量”持续提升高质
量发展水平。

北京“十三五”时期规划建设的29
个科学设施平台已全部落地，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0.33万家
增至2021年的2.76万家，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正加快建设。

2015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0年，肩
负起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
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任；2015年
至2020年，实际利用外资总规模约960
亿美元，占北京改革开放以来总量的
50%，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北京
经济发展驱动力加速变化。”清华大学

教授陈劲说。数字是最好的佐证，北京
日增科技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110家
增至2021年的270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从2012年的0.33万家增至2021
年的2.76万家。

从支持国际品牌全球旗舰店或全
新概念店落地，到持续推动王府井、方
庄等重点商圈改造升级，再到推动环球
影城主题公园等标志性大项目开张，“北
京消费”全球吸引力不断提升。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框架有序拉
开：每年保持千亿元以上投资强度；中
国人民大学东校区、人大附中、北京小
学等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导入；北京友谊
医院、东直门医院等医疗机构通州院区
陆续开诊；东郊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开园迎客。未来五年，通州区将
高标准建成行政办公区二期，运河商务
区起步区，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
三大公共建筑，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等重大工程，推动城市副中心框架基本
成型。

从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
行动，到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再到积极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北京
努力推动京津冀地区深度融合，加强与
津冀协同联动，携手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8年来，三地累计打通、拓宽对接
路、“瓶颈路”2000多公里；中关村企业
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累计9000余
家；2021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9.2%，比上年提高
9.5个百分点。

努力以“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管理
提升人民幸福感

“增减”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
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2019 年，北京市以群众诉求为
“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向基层报到、
向一线报到、向群众报到，形成以12345
热线为主渠道，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
和各部门各单位闻诉而动、接诉即办的
为民服务体系。近3年来，北京接诉即
办共受理5199万件民意诉求。

在此基础上，北京从市民反映的问
题中选取高频共性难点，如老楼加装电
梯、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等群众“急难
愁盼”，形成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常态
化工作机制。

“我们楼里60岁以上老人占到
80%以上，出门看病、接送孩子很不方
便，早就盼着装电梯，如今‘电梯梦’终
于实现了。”家住丰台区建欣苑东区社
区的巩建勋说。

仅2022年上半年，北京新开工老
楼加装电梯799部，解决5.7万套住房

“房产证办理难”问题，新建电动自行车
集中充电设施接口16.5万个……一件
件实事，温暖人心。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推进老城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城市留住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2013年，北京市启动专项行动治
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2017年，启
动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
行动；2021年，新修订的《北京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同年《北京市

“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
规划》获批，明确了加强历史水系保护
与恢复工作等重点任务。从核心区到
城六区，从城市副中心到平原新城、生
态涵养区，在疏解整治、城市更新中，
北京古都的面貌、市民的生活环境日
新月异。

曾经杂院林立的草厂三里河，如今
小桥、流水、廊亭、人家，颇有水乡意境。
64岁的居民丁淑凤说：“老辈儿人说的

‘三里水巷绕前门’的美景回来了，老北
京味儿也回来了。”

草厂地区的变化是北京以“绣花功
夫”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的缩影。崇雍大
街、白塔寺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八角街
道等一批设计精巧、特点纷呈、群众满
意的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开放，3000余
条背街小巷旧貌换新颜。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
京坚持首善标准，立足首都核心功能，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奋力谱写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为进一步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期发布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
版）》。第九版防控方案出台的依据是
什么？做了哪些针对性调整？如何真
正落实到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
威专家进行解读。

基于科学依据
因时因势调整

第九版防控方案全面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特点，
因时因势对疫情监测、风险人员的隔
离管理、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等进行
了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一
级巡视员雷正龙从疫情形势的变化、病
毒变异的特点及前期试点研究等3个
方面解释了第九版防控方案调整的
依据。

他表示，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世界范围内持续流行，今年以来全国
本土疫情发生频次明显增多。研究提
示，奥密克戎变异株潜伏期短、传播能
力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具有更强的免
疫逃避能力，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新
挑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今年
4至5月份，在大连、苏州、宁波、厦门、

青岛、广州和成都等7个城市开展了新
冠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试点研究工作，取
得大量科学依据。”雷正龙说，结合各地
防控实践，特别是上海、吉林等地大规
模处理疫情的经验教训，并参照世界卫
生组织上半年发布的指南，对防控方案
进行了修订。

“第九版防控方案是对防控工作的
优化，决不是放松防控，目标是更加科
学精准。”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说。

重点进行三个方面修订
提升精准规范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相关负责
人提醒，第九版防控方案决不是放松
防控，而是要求更规范、更准确，把该
管住的重点风险管住、该落实的措施
落实到位。与第八版防控方案比较，
第九版防控方案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
修订：

一是针对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
限和方式，第九版防控方案提出，将密
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
测”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
天居家健康监测”，解除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前不要求双采双检；将密接的密接
管控措施从“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调
整为“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对此，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
王丽萍说，研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
平均潜伏期缩短，多为2至4天；绝大部
分都能在7天内检出。这样的调整并
不意味防控措施的“宽松”，而是根据奥
密克戎变异株的流行特点对防控措施
的进一步优化，不会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是精准防控的体现。

二是围绕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
划定标准，第九版防控方案将两类风险
区域划定标准和防控措施进行衔接对
应，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形成
新的风险区域划定及管控方案。

“高风险区采取‘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的封控措施；中风险区采取‘人不出
区、错峰取物’的管控措施；低风险区采
取‘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的防范措施。
低风险区域人员离开所在的地区或城
市，应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雷正龙介绍，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疫情
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三是为进一步完善疫情监测要求，
第九版防控方案明确，加密风险职业人
群核酸检测频次，将与入境人员、物品、
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核酸检测调整为
每天1次，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测
的补充手段。

“通过多渠道的监测机制，进一步
提升常态化监测的敏感性，实现病例早
发现。”王丽萍说。

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
将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个别地方对入境人员在集中隔离
期间核酸检测频次不足；有些地区在入
境人员解除隔离前，存在最后一次核酸
检测采样提前的情况……近期，上海、
江西等地发现个别入境人员在解除集
中隔离后检测出阳性的情况，国家和地
区疾控专家对此开展调查分析和风险
排查，发现个别入境人员集中隔离点在
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

“各地要加强对集中隔离点的管理，
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的有关要求，
确保‘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
健康监测’管控政策落实、落地、落细。”
雷正龙说，要加强集中隔离点规范管理，
做到信息推送和全程闭环管理，严格落
实居家健康监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
召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紧绷疫情防控
这根弦，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将
不一致的措施限期清理。

下一阶段，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将指导各地及时做好防控措施的
贯彻落实及平稳衔接，并适时对各地落
实情况进行督导、抽查，促进第九版防
控方案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