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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治和预防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
齐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25日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
意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性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惩治和预防工作。意见
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意见分为6个部分共40条，明
确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基本原
则，强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应当
由专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办理，人
民检察院依法对相关诉讼活动进行
法律监督。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办理程序和方式，意见规定公安机
关受案后直接立案的四种情形；明

确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立案时限；
对于管辖不明案件，要求公安机关
先行立案，待管辖权明确后，移交有
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在侦查取证工作方面，意见要
求全面查清犯罪事实，力求不漏一
案、不漏一罪、不漏一人。规定办案
机关发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中
提到其他犯罪线索的，均应调查核
实。对于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便
利条件的人员涉嫌性侵害犯罪的，
要摸排犯罪嫌疑人可能接触到的其
他未成年人。对于发生在犯罪嫌疑
人住所周边或者相同、类似场所且
犯罪手法雷同的性侵害案件，应当

及时并案侦查。
意见细化被害人保护救助要

求。强调综合保护、及时保护。要
求接报或发现性侵害未成年人线索
后，无论是否属于本单位管辖，均要
在第一时间采取制止侵害行为、保
护被害人等紧急措施。在监护保障
问题上，意见对于监护人性侵害未
成年人的，规定不仅要依法撤销监
护人资格，还要安排必要的临时监
护措施，全面保障未成年人利益。

此外，意见还对相关部门能动
开展犯罪预防工作提出要求。对强
制报告、入职查询法律制度落实和
相关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明确。

“ 桦 牛 ”之 变

在桦甸之南有片地，清代时叫苏
密甸子。

苏密在满语中有“天河”之意，甸
子则是汉语，意为“放牧的草地”。这
满汉双语杂糅的地名，连起来就意为

“天河畔的牧场”。有资源禀赋，有畜
牧习俗，养牛一直是当地农民增收的
重要渠道。

经历百年历史积淀，走到今天，
“桦牛”养殖早已脱离“小打小闹”，越
来越“高端”：

2022年，桦甸市肉牛饲养量26.3
万头、存栏量16.5万头，分别增长
29.6%、17.6%。肉牛饲养量增幅、增
量在全省“赛马”排名中分列第四、第
五位；

“桦甸黄牛”入选中国农业品牌
目录，获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肉牛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成为全国
7个牛类优势区中唯一的黄牛优势
区。

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是缘
于简单的量变。行走在桦甸的牧场、
牛市、企业之间，记者寻找到了“桦
牛”质变的清晰轨迹。

养殖之“变”：
“豪宅”里的“散步牛”

桦甸市八道河子镇四合村，有个
国发万头肉牛养殖基地，养牛的法子
透着稀奇。

一栋牛舍长240米、宽14.8米，只
养500头牛。牛舍外是一道长长的栅
栏，划出肉牛的舍外活动空间。平均
下来，一头牛舍内活动空间约7-8平
方米，舍外约10-12平方米。与传统
肉牛养殖“排排站”相比，这牛舍里里
外外的空间配置堪称“豪宅”。

“你看，咱俩站这个距离谈话很
舒适，但要是被迫接近，就会觉得不
安。人是这样，牛也是这样。”养殖基
地负责人李文海用形象的比喻，为记
者说明使用“豪宅”牛舍的原因。

一眼望去，牧场里的牛有的在踱
步，有的在晒太阳，身上毛色或深棕、
浅棕，或白棕相间。

毛色，是牧场干预牛只种群繁育
的重要参考。

桦甸黄牛耐寒、耐劳、抗病，是百
年来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伙伴。
但要作为优质肉牛投入市场竞争，良
种繁育必不可少。

“肉牛的品种改良不是一劳永
逸，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退化。通过毛
色和牛的其他生理指标判断，能及早
进行繁育干预，保证种群质量。”李文
海介绍，桦甸黄牛引入西门塔尔牛、
安格斯牛进行三元杂交，形成了独特
的肉牛品质优势，品种改良率保持在

95%以上。
牧场的精细化管理，能

“精”到什么程度？
一头牛在牛舍中被牵了出来，管

理人员先查口、鼻，再量直肠温度。
“它平时步数一天3000多，今天还不
到1000步，我们就来找它了。”李文
海告诉记者，每只牛的日常动态都无
线传输到牧场养殖数据平台，包括步
数、饲料量、体重等，这让牧场在饲喂
和抗病上能做到十分精准。

“良种繁育、提高舒适度、精细化
喂养，这些最终都体现在品质和效益
上，也是桦甸黄牛个体由以前400多
公斤，现在达到700公斤以上的原
因。”李文海说。

交易之“变”：
家乡开了“大牛集”

“10元店”，是养殖户们给桦甸市
永盛肉牛交易市场起的“外号”。

交易前的牛短期寄养，每只服务
费10元；远道运输来的牛应激过渡，
每只服务费10元；牛进场售卖，每只
入场费10元……

这10元，解决的并不是小问题。
“家乡开了‘大牛集’，受益最多

的就是我们这些养殖户。之前，我们
这没有正规的牲畜交易市场，为了买
牛卖牛，我们经常开车几百公里，去
蛟河或者舒兰交易。现在有了这个
市场，方便多了。”桦甸市横道河子乡
复兴村黄牛养殖户周甲臣说。

让“人和牛都不用再遭罪”的永
盛肉牛交易市场，建于2022年。在桦
甸市委市政府以及农业农村局的引
领帮扶下，永盛矿业有限公司出资
5000万元，兴建了永盛牲畜交易市
场，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有交易
区10栋，牛栏600个、过渡牛舍3栋、
寄养牛舍3栋，大、小车停车场可容车
辆1000余辆，单日可容纳交易牛只1
万余头。

这里的交易方式别具“牛仔风
情”。开集前，各地赶来的养牛户纷
纷将牛卸车入圈，之后交易双方人、
车离场。开集日早7点，一声铃响，栅
门大开，买卖双方同时入场，看中牛、
谈妥价后，在牛身上喷码，并在市场
提供的票据上签字画押、一撕两半，
各自留存。离场时，持票据到交易大
厅录入信息、支付钱款，交易即告达
成。

“大牛集”落地，让养殖户降低了
运输成本、避免了安全隐患，也让购
牛有了更多挑选空间。

“从去年开集到现在，交易一直
很旺盛。平均每个集日牛只上市量
超过2000头，成交率70%以上，成交
额已突破5亿元。”永盛肉牛交易市场
总经理于超告诉记者，除了寄养交
易，市场还具备金融结算、电子商务、

物流配送、餐饮住宿等一站式多功能
服务。企业正在计划扩建交易区和
寄养区，将市场规模扩充到20万平方
米。

品牌之“变”：
政企共造“金名片”

当记者来到金牛牧业有限公司，
看到一群人手持“长枪短炮”，布置现
场灯光，试图拍摄“桦牛”牛肉完美的
肌理，设备比记者的还专业。

“这是我们请的摄影师，给企业
电商平台提供产品图片。”金牛牧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淑红告诉记者。

金牛牧业是我省肉牛产业领军
企业，拥有集肉牛新品种培育、繁育
养殖、有机肥加工、屠宰、精细分割、
精深加工、冷链运输、品牌化销售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

这几年，金牛牧业运用“龙头企
业+协会+联合体+合作社+家庭农
场+村集体+农户”多元化合作模式，
带动养殖农户6500余户。2022年，
企业合作养殖肉牛存栏量7.1万头，
今年正冲击9万头目标。

金牛牧业等企业的发展，与“桦
牛”品牌壮大息息相关。扩大桦甸肉
牛区域影响力，打造产业“金名片”，
成为企业与当地政府同心协力的目
标。

“为了确保肉牛品质稳定，我们
与吉林农大、省农科院等6家科研院
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成立吉农桦牛科
技研发中心，持续开展良种繁育。”潘
淑红说，品质是打造“桦牛”品牌的关
键。

在市场上，“桦牛”牛肉比普通牛
肉价格高出30%以上。“桦甸黄牛肉”
获评“国家级地理标志农产品”并通
过“吉致吉品（肉牛）”认证。“桦甸黄
牛肉”冷鲜产品全面挺进北上广深一
线城市，在京东、天猫等线上平台热
卖，真正实现由活牛输出向“牛肉输
出、餐食输出、文化输出”转变。

近年来，桦甸市制定具有“桦牛”
特色的饲养标准、产品标准，实现从
肉牛养殖—屠宰—产品电商交易的
全程质量可追溯管理，为“桦甸黄牛”
品牌化经营打下基础。同时，设立品
牌营销专项奖补资金300万元，支持
加工企业采取线上网销、线下直营模
式，密切与华润万家、大润发、欧亚等
知名零售商战略合作，对接国内中高
端市场。3年内，计划建设外埠直营
店100家，年内投入运营30家。

桦甸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将
突出种养结合、绿色发展导向，坚持
扩群增量和提质增效同步推进，农牧
循环和地域品牌协同共创，新型联合
体和全产业链相互支撑，持续推动肉
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吉林日报记者华泰来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
电（记者魏弘毅 张辛欣）近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
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电信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 促进“双千兆”网络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部署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工作。

实施意见明确，要进
一步强化电信基础设施的
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公
共基础设施属性，统筹电
信基础设施系统与局部、
增量与存量、行业内与行
业间等协调发展，充分发
挥市场引导作用，促进电
信基础设施合理科学布
局，准确把握电信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工作的新特
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相结合，精准施策、靶
向发力，推进共建共享深

化发展。
实施意见部署了推进

“双千兆”网络统筹集约建
设、深化“双千兆”网络共
同进入、加强农村通信杆
路线缆维护梳理、鼓励跨
行业开放共享、加强数字
化技术支撑、优化“双千
兆”网络建设环境等六方
面重点工作，其中包括推
进5G异网漫游、大幅提升
千兆光网覆盖水平、建立
并完善农村电信基础设施
共建共享共维机制等具体
举措。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
出了部署推进新一轮电
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
作的保障举措，包括建立
共建共享跨行业协调机
制、优化简化审批程序、
加强典型案例挖掘和培
育等。

十四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部署推进新一轮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
电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水利部近日对2022年水资
源管理监督检查中发现问
题较多的内蒙古、陕西、甘
肃、新疆等4个省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及所辖6个县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约
谈。

约谈通报了被约谈地
区发现的超总量批准地下
水、超许可水量取水、未经
水资源论证审批取水许
可、取用水统计或计量设
施不规范等典型问题。

约谈强调，要全面落
实水资源刚性约束要求，
履行好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管水治水的政治责任；
加强问题整改，切实履行
水行政主管部门主体责
任，对水资源管理薄弱环

节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对仍
未整改落实的地区将从严
从重追责；举一反三，切实
发挥警示震慑作用，督促
各地依法强化全过程、全
链条监管，切实传导压力，
推动水资源管理水平提
升。

4个省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及所辖6个县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本次约谈为警示，
深刻反省，对照突出问题
全面开展排查整治。

水利部监督司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组
织开展2023年水资源管理
监督检查工作，推动地方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从严
从细管好水资源，促进水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水利部就水资源利用问题
约谈4个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新华社重庆5月25日
电（记者黄伟）记者近日从
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获悉，历
时3年的重庆阴条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调查工作已完成，共
发现74种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其中国家级51种，重庆
市级23种。

此次发现的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包含有红豆杉、南
方红豆杉、珙桐3种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巴
山榧树、秦岭冷杉、天麻、太
白贝母等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48种，延龄草、
八角莲、川东灯台报春等
23种重庆市保护植物，发
现保护植物种类总数约占
重庆市保护植物总数的
40％。

此次调查中，还发现了
“三峡白前”“巫溪马铃苣
苔”2个新种，“离萼杓兰”

“中华叉柱兰”“龙头黄芩”
等8个重庆新记录种，相关
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植物分
类》（《Phytotaxa》）、《西北
植物学报》等知名植物分类
学期刊上。此项调查工作
的开展，不仅进一步摸清了
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植物家底，而且丰富了
重庆市植物区系，为重庆市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了参考。

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溪
县东部、大巴山脉腹地，地
质构造复杂，海拔高差近
2400米，保存了亚热带北
部山地大量的珍稀濒危物
种，具有很高的科研和保护
价值。

截至目前，重庆阴条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有11
个植被型49个群系，为丰
富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环境。

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调查发现74种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