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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10月17日电 17日，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宁乡
市人民法院对“4·29”特别重大居民
自建房倒塌事故涉刑事案件一审公
开宣判。对被告人吴治勇以重大责
任事故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对被告人龙天恺、任罗生、薛
现棕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六年六
个月至六年有期徒刑；以提供虚假证
明文件罪判处被告单位湖南湘大工
程检测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一百万
元，判处谭华等6名被告人四年九个
月至二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均并
处罚金、从业禁止终身；对被告人周
正茂以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对冷经科等4
名被告人以玩忽职守罪判处五年六
个月至三年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2022年4月29日，长沙市望城区
一居民自建房发生倒塌事故。该自
建房系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
盘树湾组村民吴治勇家民宅，因违法
违规建设、改扩建等原因导致倒塌，
造成54人死亡、9人不同程度受伤和
严重经济损失。

经审理查明，吴治勇在未取得合
法建设手续的情况下，雇请无设计资
质人员龙天恺进行设计，雇请无施工
资质人员任罗生、薛现棕违法违规建
设、加层扩建房屋，将违法建筑出租用
作餐饮、住宿等经营场所，在发现房屋
重大安全隐患后未采取有效整改措
施，在出现明显倒塌征兆的情况下仍
未采取紧急避险疏散措施，造成重大
伤亡事故和严重经济损失。吴治勇还
伙同他人多次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

节严重。湖南湘大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公司股东谭华、杨双富、宁涛、龚飚
和挂名检测人员刘登、汤瑟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长沙市望城区原副区长周
正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执法大队金山桥中队原中队长冷经
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可与检
验检测监督管理处原二级调研员谭
晶、原湖南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能力评价评审员喻进辉和司炳艳玩忽
职守，周正茂还有受贿行为。

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
节、造成的危害结果及认罪悔罪表现
等，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案件审判过程中，法庭依法保障
了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部分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及部分被害人、被告
人亲属旁听了案件宣判。

守住管好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天下粮仓””
保障国家粮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安全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
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案一审宣判

全国秋粮收获约七成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于文静）据农业农村部
农情调度，截至10月16日，全
国秋粮已收69.5％，进度同比
快2个百分点。分作物看，玉
米已收72.6％，一季稻已收
69.4％，大豆已收83％，双季
晚稻已收6.6％。

这是记者17日从农业农
村部了解到的消息。分地区
看，黄淮海和西北秋粮已收过
八成，西南过七成半，东北过六
成，长江中下游和华南过半。

同时，各地秋种稳步推
进。全国冬小麦已播27.5％，
其中西北已播过七成半，黄
淮海过两成。冬油菜已播
42.8％，其中长江中下游过四
成半，西南过三成。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
责人表示，将抓实抓细秋收
秋种各项任务，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要求，确保秋粮
丰收到手，奋力夺取全年粮
食和农业丰收，夯实明年夏
季粮油生产基础。

央行：

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
将在10月25日完成批量调整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吴雨 任军）中国人民银
行副行长陶玲17日表示，预
计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将在
10月25日完成批量调整，部
分中小银行完成调整可能略
晚，总体将在10月31日前全
部完成。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9月
29日发布公告，并指导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倡
议：各商业银行于10月31日
前统一对存量房贷利率实施
批量调整。

在17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陶玲介绍了降低存
量房贷利率的相关进展。她
说，10月12日主要商业银行
已发布操作细则，目前，银行
正在加紧修改合同和系统，
做好各项准备。绝大多数借
款人不需要到网点办理，银
行将统一批量调整，这部分
存量房贷占九成以上。

“预计大部分存量房贷
利率将在10月25日完成批量
调整，这意味着大家在10月
26日就可以通过贷款银行的
指定渠道查看调整结果。”陶

玲说，一些中小银行网络不
是很完备，可能需要借款人
到网点办理，具体情况需关
注贷款银行的公告。

目前，房贷利率是由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和加
点幅度构成的，此次调整的
是加点幅度。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指导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发布的倡议，已经取消
房贷利率下限的城市，存量
房贷利率将降为不低于LPR
减30个基点。

对于仍有利率下限的城
市，陶玲以北京举例介绍：前
期北京首套房贷利率最低加
点是55个基点，此次将最低
加点降至减30个基点，降幅
达85个基点；前期北京二套
房贷最低加点是105个基点，
此次五环以内的将最低加点
降至减5个基点，降幅达110
个基点，五环以外地区降幅
会更大。

据测算，如果房贷利率从
4.4％调降至3.55％，以100万
元、25年期的等额本息计算，
借款人每月可少还469元，共
节省利息支出超14万元。

全国在建和已建成运行的国家级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达47家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
获悉，浙江省临海市、余姚市
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
权中心已获批建设，迄今全
国在建和已建成运行的国家
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数
量达47家。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临海（时尚休闲）、
余姚（塑料制品）快速维权中
心建成后将分别面向时尚休
闲、塑料制品产业开展知识
产权快速维权工作，实现两
地相关产业外观设计专利

“当季申请，当季授权”。

“这有利于建立一支专
业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
队伍，加强快销品行业知识
产权保护效力，营造良好的
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促进
民 营 中 小 微 企 业 发 展 壮
大。”这位负责人表示，同时
将进一步吸引优秀设计人
才向两地聚集，提升产品外
观设计水平，支持传统行业
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赋能。

据悉，浙江省共计有15家
在建和已建成运行的国家级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是全
国数量最多的省份。

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补贴
单日申请突破2万份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记者谢希瑶）记者17日从商
务部获悉，截至10月16日24
时，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补贴
申请量已超过142万份，当日
新增补贴申请量首次突破2
万份。

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实施

以来，申请量快速增长。汽
车以旧换新信息平台从4月
27日收到第1份汽车报废更
新补贴申请，到补贴申请量
突破10万份，用时56天；从第
10万份申请到第50万份申
请，用时45天；从第50万份申
请到第100万份申请，用时38
天。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悠悠
万事，吃饭为大。”世界粮食日，就我
国粮食库存、应急保障、好粮好油、执
法监管等公众关心的话题，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鑫接受了新
华社记者专访。

口粮库存：
满足全国1年以上口粮需求

问：目前粮食市场运行情况如
何？

答：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对我国这样
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建立一
定数量的储备粮，是落实总体国家安
全观、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经济
社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
好，国内粮食市场保持供应充足、运
行平稳的良好态势。粮食总产量连
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小麦、
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实现百分之百自
给。粮食库存充裕，高于17％－18％
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小麦、稻谷
库存量能够满足全国人民1年以上口
粮消费需求。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与高质量发
展相适应，涵盖中央储备、地方储备、
社会储备的多层次、全方位粮食储备
体系。京津沪渝等36个大中城市主城
区成品粮储备保障能力在15天以上。

应急保障：
形成安全可靠的应急体系

问：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情况
如何？

答：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暴雨洪涝灾害
易发高发，对粮食应急保障提出了更
高要求。

我们持续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
制，加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体系建
设。

持续加强粮食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全国建立1200多个国家级粮食
市场信息监测点，建立库存、价格、销
售等粮油市场信息日监测日报告制
度，完善监测预警分析机制和信息发
布机制。

持续推进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
设。积极推进《国家粮食应急预案》
修订，指导地方加快粮食应急预案体
系建设。目前，省、市、县三级粮食应
急预案实现全覆盖，并按要求开展了

粮食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
目前省、市、县三级粮食应急保

障中心体系基本形成，正在积极推进
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建设。全国
有粮食应急储运企业5100余家、应
急加工企业6900余家、应急配送中
心3900余家、应急供应网点5.9万余
个，完全可以满足应急需要。

总体看，我国已基本建立涵盖储
运、加工、配送、供应等全链条的粮食
应急保障体系，并经受住了疫情防
控、灾害应对等大战大考检验。

地头餐桌：
防止“谷贱伤农”“米贵伤民”

问：粮食流通管理，如何“一手托
两家”？

答：粮食一头连着农民，一头连
着消费者。确保粮价在合理区间运
行，是国家粮食安全能力水平的重要
体现。

我们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
策性收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牢牢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粮食价
格总体平稳，近三年粮食类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基本稳定。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交织叠加，引
发全球粮食价格波动。2023年以来，
全球粮食供给呈供大于需态势，同时
全球粮食供应链预期趋稳，粮价明显
回落。

这也给国内粮食市场带来传导
效应，但影响有限，国内粮价波动幅
度远小于国际市场。这主要得益于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处于较高水
平，市场调控“工具箱”丰富。

我们将通过不断完善最低收购
价政策、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吞吐调节
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防止“谷贱
伤农”“米贵伤民”。

秋粮收购旺季在即，我们将会
同有关方面持续健全完善有关机
制，激发市场购销活力，加大粮食收
储调控力度，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
得出”底线。

吃得健康：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问：如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答：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

得健康”，就要把牢粮食质量安全
关。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风险监
测、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标准体系，我

国粮食质量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健全制度体系。粮食安全保障

法颁布实施、《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
订出台，粮食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更加
完备。

加强质量监测。开展新收获粮
食质量调查、品质测报和安全监测，
监测品种、范围、频次、数量逐年增
加。2023年采集检验样品8万份，获
得数据100万个。

强化粮食检验监测体系建设，累
计投入资金逾80亿元，全系统检验机
构有700多个，质量检验能力显著提
升。

严格出入库监管。加强粮食收
购入库、储存和销售出库环节质量安
全监管，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
业。2023年采集检验样品1万余份，
获得数据10万余条。

强化标准。组织制修订小麦、大
豆、高标准粮仓建设等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粮食全链
条标准体系。

“铁拳行动”：
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问：如何进一步守住管好“天下
粮仓”？

答：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
“国之大者”。近年来，我们先后组织
开展全国粮食流通“亮剑”专项执法
行动、“严监管强执法重处罚行动年”
活动。

今年初，启动粮食流通监管“铁
拳行动”，严厉打击粮食领域违法违
规行为，持续释放依法强化粮食监督
强烈信号。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创
新方式手段、强化严查快处，打好监
管执法“组合拳”。

充分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实现
政策性粮食全链条实时在线监管。
建立跨部门联合检查制度，推进违法
线索互联、执法标准互通、处罚结果
互认，探索开展联合惩戒。

以“铁拳行动”为抓手，扎实做好
粮油收购和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
查，畅通12325热线投诉举报渠道，
保持执法办案高压态势不减。

综合运用视频抽查、交叉检查、
信息化监管等手段，提高库存监管穿
透性、精准性和效能性，不断放大中央
储备粮库存动态监管系统监管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