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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会同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发布了

《辽宁省电力用户信用管理办法（试行）》。今
后，省内企业及个人在用电过程中发生的窃电、
违约用电、恶意拖欠电费、故意破坏电力设施、
违章作业、野蛮施工等行为都将成为信用污点。

此次将电力用户纳入征信平台，是增强征
信市场化约束机制的重要举措。辽宁省内电力
用户既包括企业，也包括个人。根据该办法，信
用等级分为“诚信电力用户”“一般电力用户”和

“失信电力用户”3个等级。

其中，“失信电力用户”的失信级别按照严
重程度从低到高分为 3 个等级，即一般失信、
较重失信、严重失信。信用度最高的“诚信电
力用户”将有资格被树立为标杆，可享受辽宁
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的守信联合激励企
业“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绿色通道等多种便
利。而失信用户将被依法依规列入严重失信
名单，将失信行为记录报送至辽宁省信用办核
准后，纳入辽宁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失
信联合惩戒。失信者将被依法依规实施限制
股票发行、招标投标、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享

受税收优惠等行政性惩戒措施，限制获得授
信、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等市场
性惩戒措施以及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行业性
惩戒措施。

据了解，为方便用户交费，省内各供电公司
均拓展了交费渠道，目前已有银行代扣、银行及
村邮站代收、POS机刷卡、自助缴费机、支付宝、
微信、充值卡、预付费等15种交费渠道供广大用
户选择。其中，选择银行代扣电费是最保险的，
大家也可以在手机里设置每月提醒，用支付宝、
微信等方式支付电费，免去出门跑远路、交费排

长队等麻烦。
在此，也特别提醒用电客户，目前房屋出租

比较普遍，承租户忘记交纳电费也会影响房东
的信用记录。房东作为与供电部门签订供用电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交纳电费是其应当履行的
法定义务，这一义务并不会因为房屋出租而自
行转移给租客，因此，拖欠电费会影响房东的信
用记录。建议有房屋出租的用电客户到供电营
业厅申请，以预付方式结算电费，并在房屋租赁
合同中明确电费交纳的相关事项。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辽出台电力用户信用管理办法

窃电、恶意拖欠电费将成信用污点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日前，
沈抚示范区在域内街道（经济区）、乡开展大喇
叭宣讲活动，通过积极开展“送理论下基层”工
作，推动“基层党建制度落实年”活动走向深入。

沈抚示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是
通过运用大喇叭宣讲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传
播方式，把“文件语”变成“家常话”，打造贴地
气、受欢迎的宣讲，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
层。“从目前活动开展的情况看，大喇叭‘喊话’
的效果，比网络传播的方式更实在、更接地气，
村民们都能听得见，而且听得懂。”

沈抚示范区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丰富宣讲内容，创新宣讲
形式，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特别是驻村书记
的“头雁作用”，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层，有
效打通理论武装工作“最后一公里”，让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辽宁
省完成 12 个城市的地球物理台技术系统和在
网运行仪器大排查，查找运行不足，发现并处
置宏观异常现象。

日前，辽宁省地震局预报研究中心地球物
理台网部赴大连、鞍山、朝阳、锦州、盘锦、营口
等12市开展年度巡检，对地球物理台站技术系
统和在网运行仪器进行大排查。

辽宁省地球物理台网通过分布在全省的
精密仪器，24 小时连续不间断地获取地壳形
变、地下流体、地电场和地磁场等数据，曾为
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99年岫岩5.4级地震
的成功预报作出突出贡献。目前，全省共有49
个台站的168套仪器每天向省地震局预报中心
和国家台网中心传输数据。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报道 日前，
全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 2 亿元，支持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旅游企业复苏发展。

据了解，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多渠道筹措资
金，支持旅游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确保企业投
资和经营，促进旅游业复苏发展。支持旅游企
业复工复产 1.2 亿元，重点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冰雪企业和旅行社予
以帮扶，有效解决防控物资采购、支付企业人
员工资、偿还贷款利息、改善硬件设施条件等
急需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同时，通过向
社会发放旅游消费券等方式,有效刺激旅游市
场回暖。

推进重点项目提质升级及旅游市场拓展
0.8亿元，其中省财政投入0.4亿元，支持重点旅
游项目贷款贴息及新业态项目补助、支持“引客
入辽”成绩突出的旅行社市场拓展，以及国家级
品牌创建地区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
设等，加快我省旅游业复苏发展，为保市场主
体、稳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下一步，全省财政部门将发挥好财政资金
引导作用，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做
大做强旅游企业，推动旅游强省战略实施。同
时做好资金监管、绩效管理等各项工作，切实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7 月 24 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
华使馆，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
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
一切业务和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

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及中美领事条约有
关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中方上述举措
是对美方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符合外交惯例。

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愿
看到的，责任完全在美方。我们再次敦促美
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为两国关系重归
正常创造必要条件。

据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24日通知美国驻华使馆，中
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
运行许可，并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和
活动提出具体要求。

此举是中方针对美当局日前突然要求中
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的反制措施，是美方
霸凌挑衅在先，中方被逼无奈反制在后，责任
完全在美方。

美方蛮横要求中方闭馆之举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领
事条约有关规定，是美方对中方单方面发起
的又一次政治挑衅，是对中美关系的蓄意破
坏。

按照美国国务院说法，关闭中国驻休斯
敦总领馆是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
人的私人信息”，这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被许
多国际媒体讥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
刊文分析认为，此举完全出于政治目的。

近期美方在中美关系上挑起事端已到了
歇斯底里的地步。

一段时间以来，白宫高官们持续污名化

中国，将新冠病毒起源政治化，“中国病毒”
“武汉病毒”的帽子满天飞；美方动用国家机
器，以莫须有罪名打压中国企业；无理刁难中
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对中国驻美外交机构
和人员的炸弹和死亡威胁，严重扰乱了我驻
美人员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美方无端打
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对在美工作的中国记
者实施新签证限制；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进
行恐吓、盘查，没收个人电子设备乃至无端拘
押……

此次美方单方面限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馆，是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
动，中方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应当看到，美方在外交上打“中国牌”出
于两个目的：一是国内抗疫不力、问题多多，
各类社会矛盾激化，想方设法通过甩锅转移
目标、转嫁矛盾；二是通过污名化、政治化、标
签化手段抹黑中国，以提高不断下滑的民调
支持率。美国《国家利益》一针见血地指出，
随着国内疫情加剧和大选临近，一些美国政
客将疫情危机归咎于中国，实际是为了转移

对美政府的批评。
人心不可违，天道不可欺。美方无端关

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的举动不仅令中国人
民愤慨，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美方霸凌的真
面目。

滥打“中国牌”正在透支美国国家信誉，
世界舆论纷纷刊文表达对美方外交霸凌做派
对国际关系冲击的忧虑。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之一，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高度重视中美关
系，主张中美人民友好相处，摒弃仇视和对
立。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是对美方无理
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符合外交惯例。此举只针对
美国政府少数极端势力，不针对美国人民。

中美合则双赢，斗则双输。美国前国务
卿基辛格告诫说，中美除了合作别无选择，双
方承受不起发生冲突的代价。希望美方能认
清形势，及早悬崖勒马，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
恶化。

据新华社

省财政筹2亿元
支持旅游企业发展

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
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中方被迫反制 美方须负全责时评

辽宁完成地球物理台大排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由于
降雨偏少，辽宁全省作物受旱面积达 1011万
亩，个别地区出现人畜饮水困难。辽宁先后
派出 3 个工作组到锦州、阜新等地检查指导
抗旱工作；累计调水3.01亿立方米，为城市生
活和工农业生产用水提供保障。

据统计，6 月份，辽宁全省平均降水量
51.6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42.7%，比去年同
期偏少 28.6%。7 月 1 日至 7 月 18 日，全省平
均降水量 18.7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77.9%，
比去年同期偏少62.6%。尽管7月19日，辽宁
省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但辽西地区仍
没有缓解旱情的有效降雨，旱情将进一步加
重。

由于降雨偏少，加之高温晴热，各地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轻度、中度干旱，局部重度干
旱。截至 7 月 20 日，全省作物受旱面积达

1011 万亩，其中，轻度干旱 335 万亩、中度干
旱 358 万亩、重度干旱 204 万亩、特旱 114 万
亩，个别地区出现人畜饮水困难。

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旱情，辽宁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及早安排部署，积极组织开展抗
旱减灾工作。首先，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与
气象、农业部门沟通，密切关注旱情发展趋
势，及时组织旱情预测分析会商，分析评估
抗旱工作形势，组织开展抗旱工作；先后 3
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水田抗旱应急补水工
作。

其次，辽宁先后派出3个工作组到锦州、
阜新等地检查指导抗旱工作；紧急下拨 200
台抗旱泵、50台潜水泵及输水管等配套物资，
支持旱区开展抗旱工作。

在优化水资源配置方面，根据供水形势
分析预测，提早谋划，于 3 月 3 日启动了大伙

房水库输水工程跨流域调水，目前已累计调
水 3.01 亿立方米，为城市生活和工农业生产
用水提供了保障。

此外，6 月以来，营口、盘锦地区高温少
雨，水田旱情严重。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实地考察的基础
上，分别于6月22日、7月12日两次联合调度
清河、柴河、观音阁、葠窝水库，为营口、盘锦
市抗旱应急补水 1.95 亿立方米，全力保障水
田灌溉用水需求。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辽宁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会
商研判，加强抗旱水量调度，科学组织灌
溉，确保城镇供水和农村群众基本饮水安
全。同时，科学调度决策，严防旱涝急转、
旱涝并发等极端天气，做到防汛抗旱两手
抓。

沈抚示范区开展大喇叭宣讲

辽宁作物受旱面积达1011万亩
累计调水3.01亿立方米保障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