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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
7日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去年我们多次沟
通，为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发挥了重
要引领作用。中德、中欧加强合作，
能够办成有意义的大事。希望德
方、欧方同中方一道作出积极努力，
维护和推动中德、中欧合作健康稳
定发展，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增添更
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习近平指出，中德务实合作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其他因素干
扰，稳中有进，中国连续 5年成为德
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体现了中德
合作的韧性和潜力。希望双方本着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精神，统筹推进

中德各领域合作，这有助于为中欧
合作和重振世界经济增添信心和动
力。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
局，在依靠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坚
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
作。中方愿同包括德国企业在内
的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新一轮开放
发展带来的机遇。希望德方保持
开放，为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作创
造更多便利。双方应以明年中德
建交 50 周年和北京冬奥会为契
机，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领
域交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系面
临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各种挑
战。关键是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

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相
互尊重，排除干扰。中国发展对欧
盟是机遇，希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
判断，真正实现战略自主。中方愿
同欧方一道努力，协商办好下阶段
一系列重要政治议程，深化和拓展
各领域务实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
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通，共同践行
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
救人的，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
搞“疫苗民族主义”，愿同德方在内
的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公平合
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
家获取疫苗，为人类共同早日战胜
疫情作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系
方面坚持自主。当今世界面临很多
问题和挑战，更加需要德中、欧中合
作应对。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仅
符合双方利益，也对世界有利，德
方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德方重
视中国“十四五”规划，期待这将
为德中、欧中合作带来新的重要
机遇。德方愿同中方一道筹备好
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尽快恢复
人员往来，加强抗疫、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希
望就疫苗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
问题同中方保持沟通。德方愿为
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取得成功作
出贡献。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统筹推进中德各领域合作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自 2021年 4
月15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工作。加强粮食流通管理，确
保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加工各个
环节平稳有序运行，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关键。近年来，现行《条例》
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
问题，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后的
《条例》，重点从6个方面对进一步加
强和规范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定。

一是严格规范政策性粮食经
营活动。《条例》规定，粮食经营者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应当严
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虚报收
储数量，严禁以陈顶新、以次充好、
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
规倒卖，严禁挤占、挪用、克扣财政
补贴和信贷资金，严禁以政策性粮
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严
禁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二是优化监管措施。深入贯
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转变粮
食流通监管方式，取消粮食收购资
格行政许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明确和
完善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措施。

三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监
管。建立健全粮食流通质量安全
风险监测体系。规定粮食收购者
收购粮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质量安全检验。粮食储存期
间，应当定期进行品质检验，未经
质量安全检验的粮食不得销售出
库。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
等污染物超标或者霉变、色泽气味
异常等的粮食，不得作为食用用途
销售出库。

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浪
费。规定粮食仓储设施应当符合
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粮食品质达
到轻度不宜存时应当及时出库，减
少粮食储存损耗。运输粮食应当
严格执行国家粮食运输的技术规

范，减少粮食运输损耗。国家鼓励
和支持开发、推广应用先进的粮食
储存、运输、加工和信息化技术，开
展珍惜和节约粮食宣传教育；鼓励
粮食经营者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
副产物综合利用率。

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
力度。《条例》进一步提高粮食经营
者的违法成本，加强行政处罚与追
究刑事责任的衔接。对违反《条例》
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是明确监督管理职责。《条
例》明确，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发展改革、粮食
和储备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
卫生健康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工作。
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粮食流通监
管职责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4月15日施行

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
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

检察机关去年起诉涉嫌
网络犯罪人数上升近五成
统计显示传统犯罪
加速向网络空间蔓延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检
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含利用
网络和利用电信实施的犯罪及其
上下游关联犯罪）14.2万人，同比上
升47.9％。

统计显示，传统犯罪加速向网
络空间蔓延，特别是利用网络实施
的诈骗和赌博犯罪持续高发，2020
年已占网络犯罪总数的 64.4％。随
机诈骗与精准诈骗相互交织，冒充
公检法人员诈骗、交友诈骗、退款
诈骗、信用卡贷款提额诈骗、刷单
诈骗等较为突出。为赌博网站“洗
白”资金的“跑分平台”、非法收集
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氓软件”、扰乱
网络市场秩序的“恶意刷单”等案件
层出不穷。

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网络犯罪中
的关键要素。数据显示，有近四分
之一的网络诈骗是在获取公民个人
信息后“精准出手”，有针对性实施
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网
络犯罪黑灰产业的关键环节。2020
年，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犯罪6033人。

检察机关还根据部分案件梳理
出了网络犯罪较为固定的犯罪利益
链条：上游为犯罪团伙提供技术工
具、收集个人信息等；中游实施诈骗
或开设赌场等网络犯罪；下游利用
支付通道“洗白”资金。

根据统计情况，网络犯罪集团
化、跨境化特征凸显，犯罪主体呈现
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趋
势，老年人与年轻人更易成为受害
对象。

新华社电 7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
降费，明确大力推进 5G和千兆光
网建设应用等四项举措，让网络提
速降费更多惠企利民。

网络提速降费在提升生活品
质、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就业创业和
新动能成长等方面意义重大。其
中，以 5G和千兆光网为代表的“双

千兆”网络，能向单个用户提供固定
和移动网络千兆接入能力，将有力
支持制造、交通、医疗等行业创新。

会议提出，大力推进5G和千兆
光网建设应用。今年实现千兆光网
覆盖家庭超过2亿户。这意味着网
络基础的进一步夯实，固定和移动
网络融合的业务模式进一步创新。

强化网络基础的同时，会议从

网络资费、公平竞争、使用效率等
方面进行部署。会议提出，引导基
础电信企业将中小企业宽带和专
线平均资费再降低 10％，对老年
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资费优
惠；坚决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
入、强行加价等行为；强化电信基
础设施共建共享，提高网络资源使
用效率。

我国明确四项举措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低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