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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不到任何特别积极的前景。”克里姆
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6 月 15 日这样回应黑海粮食
协议续签问题。路透社报道称，考虑到影响俄罗
斯的部分协议仍未履行，克里姆林宫在续签黑海
粮食协议方面态度消极，但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最近几天，俄罗斯官员在多个场合暗示正考虑退
出黑海粮食协议，称受到了西方的欺骗。自 2022
年黑海粮食协议签订以来，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不
断下降。若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全球粮食
价格可能又将重回高位。

西方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欺骗了俄罗斯””

据俄罗斯《观点报》6 月 15日报道，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在第46届黑海经济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
称，若7月17日前，黑海粮食协议中针对俄罗斯的内
容仍未落实，再次延期问题将无从谈起。他抱怨称，
黑海粮食协议的乌克兰部分很久以前就变成了一个
商业项目。联合协调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只有大
约3%流向了最贫穷的国家。

俄罗斯《消息报》6 月 14日报道称，普京在一场
与军事记者代表的会面上称，西方国家“欺骗了俄罗
斯”，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仍受到阻碍。此外，他还指
出，在运费、保险以及将俄罗斯农业银行重新接入环
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等事项上，西方
什么都没做。

除了不满西方“欺骗俄罗斯”、选择性执行黑海
粮食协议内容之外，“陶里亚蒂-敖德萨”液氨输送
管道被毁也让俄罗斯进一步考虑退出黑海粮食协
议。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6 月 14日报道称，对于俄罗
斯考虑退出黑海粮食协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
会发言人回应称，世界应该让黑海粮食走廊继续稳
定运作，美国呼吁俄罗斯不要威胁粮食供应。联合
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13日表示，联合国正努力
延长黑海粮食协议，确保俄乌粮食出口以及俄罗斯
肥料出口。

““俄罗斯准备好支持有需要的国家俄罗斯准备好支持有需要的国家””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通讯社报道，普京指出，俄
罗斯同意达成协议不是为了乌克兰，而是为了非洲
和拉丁美洲那些缺少粮食的对俄友好国家。但是乌
克兰通过黑海粮食走廊出口的超过40%的粮食流向
了富裕的欧盟国家，几乎没有到达非洲国家。

俄新社6 月 14日报道称，俄国家杜马议员米哈伊
尔·谢列米特称，俄罗斯可以直接向贫穷国家提供粮
食援助，而无需与乌克兰进行任何谈判或达成协议。
普京也表示，如果退出协议，俄罗斯准备好支持有需
要的国家，他打算就此事与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磋
商。

根据“非洲中心”网站数据，非洲30%的粮食供应
依赖俄罗斯。其中，95%是小麦。这些小麦80%运往
北非以及尼日利亚、苏丹和南非等国家。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6 月 15日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如果今年俄罗斯小麦丰收，他认为中国、
土耳其等中立国，甚至印度都可能作为流向国家。俄
罗斯也可能卖给非洲和南美的盟友。

粮食危机会出现吗粮食危机会出现吗？？

为使世界粮食市场正常化，2022年7月，俄乌两
国与土耳其、联合国达成了黑海粮食协议。据欧盟理
事会数据，截至2023年5月，黑海粮食协议保障了超
3000万吨粮食的出口，其中64%的粮食出口至发展中
国家。黑海粮食协议多次延期，最近的延期是在5月
18日，俄罗斯同意将协议延长60天到7月17日。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
院学者王思羽6 月 15日告诉记者，根据黑海粮食协
议，乌克兰能出口约2770万吨农产品，其中包括1390
万吨玉米和750万吨小麦。其他商品包括菜籽、葵花
籽油、葵花籽粉。这一协议如果终止，可能会对中
国、西班牙、土耳其这三个全球最大的菜籽油、葵花
籽油加工大国的食用植物油产业造成影响。当前，
许多国家面临食品和燃料进口成本急剧上升的问
题，协议如果中断，将导致全球谷物价格重新上升。
英国《独立报》报道称，虽然乌克兰可以通过欧洲陆
路出口粮食，但陆路运输运力低于海运，再加上摩洛
哥、叙利亚和东非粮食进口国的干旱等不确定因素，
粮食价格可能又会居高不下。 本报综合消息

连续连续三次警告三次警告

俄要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 陈炜伟）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经济继续恢复，但部分
经济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如何看待当前经济
运行态势？如何更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如
何保障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国家发展改革委
1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了经济运行热点
问题。

向好趋势依然稳固 政策举措将持续发力
“从国内外发展情况看，在经济恢复的过

程中，一些领域出现暂时性波动是正常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介绍，整体
上看，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长远来看，经
济向好趋势依然稳固。尽管当前市场需求有
所不足、内生动力有待增强，但这些压力和挑
战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持续显现，市场
需求逐步恢复，供给结构不断调整，相信我国
经济发展动能将持续增强、结构将持续向优、
态势将持续向好。”孟玮说，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重点从
6个方面发力。

一是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
策。稳定汽车消费，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
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大力推动新能源
汽车下乡。

二是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
工程，推动能源、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
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着力突破短板领域，做大做强优
势领域。

四是扎实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更大力度
吸引和利用外资。

五是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高校毕业
生等就业渠道，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六是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
障，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有效防范化
解重点领域风险。
多措并举优化发展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壮大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
孟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多措并举优化民
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持续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
争的制度障碍。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持续破除妨碍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准入
的隐性壁垒。开展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集中破解一批民营企业反映比
较强烈的地方保护、所有制歧视等突出问题。

——持续加强民营企业平等使用资源要素
的保障力度。健全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账款长效机制。积极支持民营企
业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和科技转化平台。加快
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大力推广“信易贷”模式。

——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健全
涉企政策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的工作机制，保
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实际设置合理过渡
期，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时间。鼓励和
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国家重
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有坚实基础
迎峰度夏阶段，电力供应问题备受关

注。孟玮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聚
焦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持续加强能源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发电
装机持续稳定增长，统调电厂存煤达到 1.87
亿吨的历史新高，做好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
供有坚实的基础。

6 月 1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专门部署2023年全国能源迎峰度夏
工作。

孟玮介绍，下一步，将按照会议部署要
求，推进各类电源项目建设，加强燃料供应保
障，促进各类发电机组应发尽发，做好全国电
网运行的优化调度，做好电力需求侧管理。
推动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举措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延
续良好态势。孟玮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按
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出台促进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推动开展新能
源汽车下乡等活动，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持
续平稳增长。

孟玮介绍，要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前、
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加快构建高
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不断优化完善城
市、城际、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农村地区充电网
络布局，积极推进居住区、公共区域等重点区
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运营服务水平。

此外，孟玮表示，要顺应电动化智能化发
展趋势，支持企业加强动力电池、新型底盘架
构、智能驾驶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
强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和企业的引导，推动形
成良性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河南、湖北、重庆、四川、甘肃、青海、陕西
的检察机关，6 月 15 日在陕西宝鸡召开秦岭
生态环境检察协作会议，共同签署《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检察监督跨区划协作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建立跨区划协调配合机制，构建秦
岭生态环境检察保护工作新格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表示，
要坚持统筹协调、多维发力，充分发挥好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
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为秦岭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要深化检察机
关上下一体协同、区域密切协作的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检察工作机制，在问题聚焦、数字
赋能、依法监督、生态修复、绿色发展上持续
用力，共同守护好我国中央水塔和中华民族
祖脉。

根据协议，七省（市）建立了案件线索移
送和办理情况反馈、调查取证协作、重大跨区
划案件会商和联合办理、生态环境修复跨省
协同、联合调研、业务交流和人才培养等12项
机制。

据统计，2020年以来，陕西检察机关共批
准逮捕破坏秦岭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16件177
人，起诉455件618人。 新华社电

当前经济运行热点问题回应

七省（市）跨区划检察协作守护秦岭生态环境

近日，北京、广州等地接连监测发现猴痘
病毒感染病例。什么是猴痘病毒，如何传
播？重点人群怎样做好监测报备？出现哪些
症状须及时就医？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日前组织专家接受
记者采访，专门作出回应。

普通人群感染猴痘几率不高
“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动物源

性疾病。既往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呈地方
性流行趋势。”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施国庆介绍，目前全球每周报告
约 90 例猴痘病例，猴痘疫情已处于较低水
平。今年5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猴
痘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近期，随着部分亚洲国家出现猴痘病
例增多趋势，我国个别城市也出现了少数病
例。

2022 年 5 月以来，全球多地暴发猴痘疫
情，我国疾控机构高度重视，从加强入境人员
卫生检疫、感染高风险人群监测、医疗机构症
状监测等方面，持续开展风险评估和及时报
告。

专家指出，猴痘病毒主要是通过破损的
皮肤和黏膜进入人体。作为普通民众，接触
的机会很少，不必过于担心，更不要恐慌，保
持良好心态。

施国庆表示，当前我国猴痘疫情发现较
为及时，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重点人群宣教
与健康监测，及时发现与处置潜在的隐匿传
播疫情，特别是要加强有境外可疑接触史，
以及与其有密切接触的高风险人群健康监
测。

重点人群做好监测与报备
根据《猴痘诊疗指南（2022年版）》，出入

境人员和涉疫地区人员需关注所在国的猴痘

疫情信息，在猴痘地方性流行地区，尽量避免
与啮齿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包括患病或死
亡的动物）发生接触。

同时，疫区归国人员需注意自我健康监
测，出现皮疹等症状时，应主动就医，并告知
接诊医生疫区旅行史，以助于诊断和治疗。

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吕繁介绍，有过接触史和暴露史的人群要加
强自我健康监测，即使尚未出现症状，也鼓励
主动联系当地疾控中心进行咨询和报备，必
要时做相关检测。同时，减少和周围人群的
密切接触，尤其是性伴侣。

出现这些症状须及时就医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

曾介绍，感染猴痘病毒后，发病早期临床症状
和流感症状相近，包括发烧、畏寒、头痛、肌肉

酸痛、乏力等，部分感染者会感到没精神、嗜
睡。

“一般在出现以上症状三天左右会出现
皮疹和淋巴结肿大，包括颈部、腋窝、腹股沟、
头面部等部位，还可能累及四肢、生殖器、口
腔黏膜等。部分患者可出现并发症，极少数
重症病例出现脑炎。”李侗曾介绍，如果发现
自己有过猴痘接触史，或出现了以上相应症
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接触史和暴
露史。

李侗曾说，从临床情况看，大多数猴痘病
例为轻型、普通型，是可以自愈的。目前治疗
主要是做好防护隔离和对症治疗，如发烧时，
使用退热药物，多补充液体；痘疱疹破裂后，
用碘伏、酒精等擦拭消毒，预防继发感染。

新华社电

如何科学应对猴痘病毒如何科学应对猴痘病毒？？专家回应热点关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