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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10月24日电 10月
24日4时0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
功将遥感三十九号卫星发射升空，卫
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492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遥感三十九号卫星

新华社台北10月24日电 据中
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24日7
时 05 分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
23.96度，东经122.83度）发生5.9级
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记者在台北感受到明显震感。
截至记者发稿时，台暂无灾情传出。

根据台湾气象部门公布的资讯，
24日7时05分发生6.2级地震，地震
深度5.7公里，震中位于花莲县东方
120.2公里（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
震度宜兰县、花莲县、新北市、新竹县、
嘉义县、云林县、彰化县3级。

台湾花莲县海域
发生5.9级地震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今年
第三季度，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
出入境人员1.23亿人次，同比增长
454.4%。这是国家移民管理局24日
在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的。

其中，内地居民6168.8 万人次
（含边民142.3万人次），港澳台居民
5017.6 万人次，外国人1093.6 万人
次（含边民292.2万人次）；查验交通
运输工具643.1万架（艘、列、辆）次，
同比增长182.4%，其中飞机16.1万
架次，船舶10.4万艘次，火车2.4万列
次，机动车辆614.2万辆次。

三季度1.23亿人次出入境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
院令，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4
年1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近年来，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拓展了未成
年人学习、生活空间，同时也引发
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问题的关注。《条例》旨在营造有
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
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有力的
法治保障。《条例》共7章60条，
重点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体制机制。明确国家网信部
门负责统筹协调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工作，并依据职责做好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明确国家
新闻出版、电影部门和国务院教
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
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广
播电视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
责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
作。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
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

二是促进未成年人网络素
养。明确将网络素养教育纳入
学校素质教育内容。要求改善
未成年人上网条件，提供优质的
网络素养教育课程。强化学校、
监护人网络素养教育责任，建立
健全学生在校期间上网管理制
度。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
件、专门供未成年人使用的智能
终端产品的功能要求。规定未
成年人用户数量巨大或者对未
成年人群体具有显著影响的网
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

三是加强网络信息内容建
设。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制作、
复制、发布、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明确网
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发现危害
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信息的处置措施和报告义
务。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未
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行为。要
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建立
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预防、

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
四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规定监护人应当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和能力、指导未成年人行使相
关权利。明确发生或者可能发
生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泄露、篡
改、丢失时，个人信息处理者的
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要求。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严格设定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访问权限、开
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明确加
强未成年人私密信息保护。

五是防治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要求提高教师对未成年学
生沉迷网络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能力，加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安
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指导。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合理限制
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
其服务中的消费数额，防范和抵
制流量至上等不良价值倾向。
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建立、
完善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
游戏规则，对游戏产品进行分类
并予以适龄提示。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体育总局、自
然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等部
门24日发布《促进户外运动设施建
设与服务提升行动方案（2023-
2025年）》。

方案提出，到2025年，户外运动
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供需有效对接，
参与群体更加广泛，赛事活动更加丰
富，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安全监
管政策体系更加健全，全国范围内形
成一批发展基础好、服务保障全、地
方特色强、配套产业优的户外运动发
展高地，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总规模达
到3万亿元。

到2025年户外运动产业
总规模达到3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
电 记者23日从民政部获悉，民
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等11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计划
到202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
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较大幅
度提升，服务网络形成一定规
模。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
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
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元
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民生工程，

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增进老
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记者了
解到，方案对扩大和优化服务
供给进行部署，要求各地综合
考虑辖区内老年人口规模、助
餐服务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
坚持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和适度
新建相结合，完善老年食堂、老
年餐桌、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
餐服务设施配置，优化功能布
局，将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纳入
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促进
服务便利可及。同时，支持餐
饮企业提供老年餐食配送服

务，采取倾斜性措施支持农村
地区扩大服务供给，引导公益
慈善力量积极参与。

在保障服务质量方面，方
案明确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
老年助餐服务规范，指导各类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优先提供
午餐服务，有条件的提供早、
晚餐服务，并保证助餐服务的
连续性、稳定性。方案要求，
依托现有的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开展老年助餐服务需求调
研摸底和重点保障对象确认
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整合与共
享，精准对接老年助餐服务多

元供给资源。方案鼓励参与
老年助餐服务的餐饮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提供质优价廉、
老年人信得过的助餐服务，形
成规模和品牌效应。

方案要求，各地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
同、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老年
助餐服务工作机制，把发展老
年助餐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重
要内容，纳入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网络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整
体部署、统筹推进，纳入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推动落实。

老年助餐服务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到2025年底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形成一定规模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24日下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海洋环境
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决
定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
防部部长职务，免去秦刚的国
务委员职务，免去王志刚的科

学技术部部长职务、任命阴和
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免去刘
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蓝
佛安为财政部部长。国家主
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12、13、
14号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
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2 人

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
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
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
案的决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

决定。
会议经表决，免去李尚福

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经表决，任命刘少云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院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
免案。 据新华社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 决定任命阴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
电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
增发2023年国债10000亿元，
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
方式安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
持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
灾救灾短板，整体提升我国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

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明确了上述安排。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
暴雨、洪涝、台风等灾害，地方
灾后恢复重建任务较重；近年
来，各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
发，对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8月17日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
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出“加
快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我国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以强有力
的资金保障有关工作落实，中
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
2023年国债10000亿元，作为
特别国债管理。全国财政赤字
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
亿元，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
3.8%左右。

此次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
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今

年拟安排使用5000亿元，结转
明年使用5000亿元。据财政
部介绍，资金将重点用于八大
方面：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
治理工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
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提升行动、重点自然灾害综合
防治体系建设工程、东北地区
和京津冀受灾地区等高标准农
田建设。

我国将增发1万亿元国债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