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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5年期以上LPR双双下降10个基点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22日，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为3.35%，5年期以上LPR为
3.85%，均较上一期下降10个基点。
　　这是LPR年内第二次调整。今年2月份，5年期
以上LPR曾下降25个基点，今年以来5年期以上
LPR已累计下降35个基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LPR是
贷款利率定价主要参考基准，LPR下降传递出稳增
长、促发展的政策信号，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将
带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稳中有降，激发信贷
需求，促进企业投资。同时，5年期以上LPR下降
有利于减轻房贷借款人利息负担，促进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为加强预期管理，促进
LPR发布时间与金融市场运行时间更好衔接，自7
月22日起，将LPR发布时间由每月20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15分调整为9时00分。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开市前，各类金融
市场参与者往往会根据当天最新经济金融数据制定
交易策略和方案。LPR提前至9点发布，可与各类
金融市场运行时间更好衔接，有利于不同金融市场
参与者平等获取信息，公平开展交易。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发布消息称，将公开市
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
并从即日起将利率由此前的1.8%调整为1.7%。
　　市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
率明确为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政策利率，中期借贷便
利（MLF）利率的政策色彩有所淡化，由短及长
的利率传导关系逐步理顺。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为增加可交易债券规
模，缓解债市供求压力，自本月起，有出售中长期债券
需求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参与机构，可申请阶段性
减免MLF质押品。专家认为，此举有利于平衡债券市
场供求。

儿童电话手表“华丽变身”藏隐忧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近年来，儿童电话手表的功能越来越丰
富。从最初简单的定位、接打电话，到如今的
拍照、聊天、视频通话、发朋友圈、玩游
戏……儿童电话手表的社交和娱乐属性正在被
放大，升级迭代的儿童电话手表在未成年人中
逐渐风靡。
  戴在孩子手腕上的儿童电话手表一旦具备
了上网、社交、支付等功能后，实际上就形成
了儿童使用互联网服务的一个盲区，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而且游戏、短视频等功能容易让自
制力差的儿童群体沉溺其中，影响孩子的健康
成长，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困在手腕上”。
  客观来看，儿童电话手表的出现对于保护
儿童人身安全的确有比较积极的作用。但厂商

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利益而赋予其太多与安全无
关的功能，诱导儿童沉迷于电子产品，甚至借
此来非法采集未成年人隐私信息、诱导消费。
  随着儿童电话手表的功能不断丰富，如何
管理好孩子对电话手表的使用已迫在眉睫。
  厂商在功能性开发上不能一味逐利，应按
照国家和行业发布的有关标准，立足“保障儿
童生命安全”这一核心初衷去提升产品的质量
和服务，不要让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喧宾夺
主”。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构建规范化、制度
化、长效化的机制，明确儿童电话手表厂商和
软件开发商的法律责任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
任，将儿童电话手表的生产、销售、使用等所
有环节纳入常态化监管。
  另外，家庭、学校、社会也应该形成合
力，丰富孩子的学习生活和课余生活，培养孩
子更多的兴趣爱好，引导他们建立健康的交往关
系，坚决杜绝盲目跟风、攀比。学校要加强管理，
引导教育学生合理正确使用智能手表产品。家长
也要起到引导、示范作用，尽量不要给孩子购买
功能复杂的电话手表，为孩子建立使用规则，让
孩子在允许的范围内有条件使用。
  提升未成年人合理使用智能设备是数字时
代的新要求，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的
共同努力与持续关注，让科技和网络成为孩子
们成长过程中的有益伙伴。

  记者在北京走访了几个品牌的儿童电
话手表专卖店后发现，儿童电话手表的功
能变得越来越花哨：除最初简单的定位、
接打电话外，又增加了拍照、聊天、视频
通话、发朋友圈、玩游戏等，俨然一部
“迷你手机”。有家长表示，儿童电话手
表的过度智能化增加了家长的管理难度。
          （据《中国青年报》）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

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共6章74条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
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条例》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保密工作的决策
部署，进一步落实2024年2月修订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有关规定，共6章74
条，重点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完善领导管理体制。进一步健全党管保密
体制机制，明确中央保密工作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
保密工作领导机构的具体职责。细化保密工作责任
制，进一步强调机关、单位保密工作主体责任。明
确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在推动保密科
技创新、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的工作职责。
　　二是加强定密管理。进一步完善保密事项范围
制定、修订制度，明确保密事项范围应当规定的主
要内容。明确有定密权限的机关、单位应当制定国
家秘密事项一览表，并及时修订。区分法定定密责

任人和指定定密责任人，规定定密责任人范围和具
体职责。明确对应当定密但没有定密权限的事项要
先行采取保密措施，依法报有权机关确定，并对定
密授权作出补充规定。进一步细化密点标注和派生
定密制度，明确适用的具体情形。
　　三是细化保密管理。明确绝密级国家秘密载
体、密品、保密要害部门部位的管理要求。压实机
关、单位对信息系统、信息设备的日常保密管理责
任。规定安全保密产品和保密技术装备保密管理要
求，明确研制生产单位具体义务。细化信息公开保
密审查要求，完善涉密会议活动保密管理，明确涉
密数据保密管理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细化涉密人
员岗前、在岗和离岗保密管理要求，完善涉密人员
权益保障等制度。
　　四是强化监督管理。明确国家保密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制定原则要求，细化完善保密检查
事项范围和检查规范。完善密级鉴定制度，明确分
级受理机制。明确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
门协调配合、通报情况等制度。

重视远视储备 科学防控近视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暑期来临，使用各类电
子产品等可能会增加孩子用眼时间，影响孩子眼健
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专
家提示，家长要培养和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卫生
习惯，带孩子到医院定期检查视力，了解孩子远视储
备量变化。
　　“远视储备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生理性远
视，重视远视储备的保护对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至
关重要。”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在发布会上
介绍，远视储备是监测屈光度发展的重要指标，与年
龄对应的远视储备量是预测近视发生的最佳指标。如
果儿童在小学一年级时远视储备已消耗完，那么他们
在小学阶段极易发展为近视。
　　专家建议，家长要带孩子定期进行眼保健和屈光
筛查，如果远视储备过低，要及时改变生活习惯，包
括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等。在儿童眼球发
育过程中，视力和屈光度的发育是相互匹配的。如果
远视储备超过相应年龄上限，应注意儿童是否是远
视。远视储备在正常范围内时，还应关注儿童的视力
情况，如果儿童视力低于年龄对应的裸眼视力标准，
应进一步完善眼科检查，排除其他可能的眼部疾病。

我国拟培育万亿规模节水产业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加快发展节水产业的指导意见22日对外发布。指
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节水产业规模达到万亿，培
育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步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创新为动力、产学研用相结
合的节水产业发展格局。
　　指导意见明确，到2035年，培育一批百亿级龙头
企业，节水技术工艺、产品装备制造和管理服务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全面形成。
　　指导意见提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水资
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严格控制高耗
水产业项目建设，禁止新建并限期淘汰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的高耗水产业项目。强化重点领域节水管理。
从严控制洗浴、洗车、洗涤、宾馆等高耗水服务行业
用水，积极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此外，完善节水
市场机制。全面实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和居
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合理确定阶梯水量。
　　指导意见还提出，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既有专项
资金，对符合条件的水污染治理、水资源节约等项目
予以支持。利用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鼓励节水产
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联动支持用
水消费品以旧换新和高效节水器具普及。

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试点经验发布推广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商务部等12部门办公厅
（室）日前印发通知，推广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经验。通知及试点地区典型经验做法22日
在商务部官网发布。
　　唐山、沈阳、大连等地实行书记或市长负责制，
将便民生活圈纳入重要民生项目；济南、福州、南
昌、贵阳等地通过“居民议事厅”“幸福圆桌会”
“邻里茶叙室”等载体，广泛听取居民的“金点子”
“土办法”；苏州、南京等地针对社区商业发展不同
形态，分类推进便民生活圈建设……
　　2021年10月，商务部等部门联合确定了30个全国
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目前取得阶段性成
效，形成了5方面、22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做
法。首批试点地区要按照“两年试点、三年推广”的
部署要求，做好三年推广期工作，确保完成2024年
“70%以上的地级市行动起来”的目标。
　　通知还要求开展第四批全国试点、首批全域推进
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截至2024年6月底，三批150个
全国试点地区已建设3946个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网
点88.82万个，服务社区居民7676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