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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窗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
●最高检公布废止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和规范性文件 46 件。
●今年上半年， 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

费 11709 亿元，其中减税 10387 亿元。
●河南推出 21 条措施优化政府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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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段差异化收费

河南高速惠民生
记者从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为进一步

降低物流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将对通行河
南省高速公路的货车继续实行分时段差异化收
费政策，该优惠政策期限从 2019年 8月 1日持
续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根据该政策， 在今年 8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当日 20时至次日 6时期间驶离河南省
高速公路收费站口并持有 ETC 非现金支付卡
的货车可以享受 9 折优惠， 其他货车享受 9.5
折优惠，与其他优惠政策不叠加。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
年 8月 1日，河南省在全国率先实行高速公路货
车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该优惠政策吸引货车
从普通公路转移至高速公路行驶，降低了普通公
路交通压力和安全事故率，也降低了高速公路白
天忙时客货混行的比例。 ②6 （据新华社）

国家发出健康睡眠倡议

成年人每天应保持7到8小时睡眠

工信部列出时间表

携号转网加速
7月 23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信部

有关负责人就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针对公众关心的携号转网话题， 工信部信

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说， 工信部已组织 3家
基础电信企业和中国铁塔公司制定了系统建设
改造、联调联测、提供服务“三阶段”工作时间
表，部署在全国推进携号转网工作。 目前，5个
试点省市共完成了 230万用户携号转网工作。

“运营系统进行全面更新，需要做很多复杂
细致的工作。同时，要对银行、保险、证券以及互
联网企业等第三方平台进行同步改造。 ” 闻库
说，携号转网全面铺开，还要妥善应对数据量庞
大、业务涉及面广等挑战。

工信部将在全国系统建设改造完成后，组
织开展全国联调联测工作，并制定携号转网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推进同步改造，组织开展监督检
查，确保用户体验良好。

此外，针对 5G下一步应用规划，闻库说，中
国一直秉承开放、共同发展的理念，包括英特尔、
高通等在内的国际企业也表态全力支持中国 5G
商用部署。 目前，国内几家运营商都已开始部署
相应网络并逐步征集试验用户。 ②6（据新华社）

首批女司机
亮相动车组

今年 5 月，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启动了
女动车组司机学员的选拔
工作，29名女动车组司机学
员于近日迎来登车观摩培
训等课程。 培训合格者将成
为我国首批女动车组司机，
驾驶动车组列车为广大旅
客服务。 ②6 （据新华社）

国家税务总局推出 10 条便民办税缴费新举措

城镇土地税和房产税合并申报
7 月 23 日，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通知，决定推出
10 条便民办税缴费新举
措， 更好地服务纳税人、
缴费人。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
言人付树林表示，根据党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
国家税务总局针对今年

上半年减税降费政策落
实中纳税人、缴费人反映
的问题，检视并整改推出
这些新举措，着力解决好
纳税人、缴费人反映强烈
的痛点、堵点和难点。

具体来看，这 10 条新
举措包括推行税收优惠
清单式管理，扩大出口退
税无纸化申报范围，优化

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功
能，提供应抵扣发票信息
提醒服务，推动办税事项
容缺办理，规范统一自助
办税事项，探索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试点，推行纳税
人网上解锁报税盘，推行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
税合并申报，加大部门间
信息共享力度。

国家税务总局称，各
级税务机关要认真落实
减税降费各项政策规定，
把检视问题贯穿始终，进
一步转变作风，切实抓好
便民办税缴费 10 条新举
措的落地生效，真正为纳
税人和缴费人办实事、解
难题。 ②6

（据新华社）

广告

医学会副会长、 中国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向全社
会发出健康倡议： 成年人
每天应保持 7 到 8 小时睡
眠，同时应规律作息，积极
调适心理， 有了睡眠问题
及时就医。

我国成年人的睡眠情
况到底如何？ 近日发布的
《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显示，当前我国
成人每日平均睡眠时间为
6.5小时。对此，健康中国行
动提出倡导性目标：从
2022 年到 2030 年，成人每
日平均睡眠时间要保持在
7到 8小时。

高福说，目前我国居民
的睡眠障碍以及带来的身
心疾病问题日益突出。调查
显示，我国有 4亿多人受睡
眠问题的困扰，近六成的儿
童青少年睡眠不足。最新研
究表明，长期睡眠不足会加
大患心脑血管疾病、 抑郁
症、 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
损害认知功能、记忆力和免
疫系统。与睡眠相关疾病有
80多种。

专家指出，成年人保持
7到 8个小时睡眠是有科学
依据的，对健康也是最有利
的。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都在

缩短，睡眠障碍患病率特别
是失眠现患率呈上升趋势。

谁“偷”走了我们的睡
眠？ 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
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
中心主任韩芳说，一方面是
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
感觉竞争激烈、 压力比较
大；另一方面是不良生活习
惯导致， 如习惯性熬夜、沉
迷手机等。 此外，人口老龄
化也加重了睡眠问题。

如何考量我们的睡眠
健康？ 失眠现患率，也就是
睡眠相关量表监测出的失
眠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
例，成为关键。 此次健康中

国行动提出，失眠现患率的
上升趋势预期从 2022年起
将得到减缓。

韩芳表示， 睡眠问题
需要整体、科学地应对。 每
个人可以通过自律、 健康
生活，做到预防在先。 但如
果睡眠问题发展到影响日
常工作、生活的地步，就不
能光靠自我调整， 应及时
就医。

对此，健康中国行动也
提出，鼓励医疗机构开展睡
眠相关诊疗服务，提供科学
睡眠指导，减少成年人睡眠
问题的发生。 ②6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