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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8月 3日，公安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研究制定公安机关服务

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情况。其中包

括：方便农村群众申办交管牌证、试点证

件照片“一拍共享、一照通用”、试点新生

儿入户等高频事项全程网办、外国人申

办居留证件免于留存护照等。

全面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
对清单内的公安行政许可事项，逐

项明确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审批程序、

审批时限并向社会公布，加快实现同一

事项在不同地区和层级同要素管理、同

标准办理。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健全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进一

步放宽落户条件、降低落户门槛，促进有

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

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调整优化超大、特

大城市落户政策，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更

好地解决进城普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

进一步放宽集体户设立条件，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取消人才市场、众创空间等单

位设立集体户限制，推行乡镇（街道）或

村（社区）设立公共集体户，便利各类人

员落户。

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
支持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

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居住证互通互认。

试点实施灵活落户政策
对农村籍大学生、科技人才、退伍军

人因实际居住、就业创业等申请落户的，

可以迁入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

外国人申办居留证免留存护照
外国人申请办理居留许可在按规定

核验本人有效护照后，可不留存护照原

件，方便外国人在此期间持护照办理有

关事项。

方便农村群众申办交管牌证
推进小型汽车登记和驾驶证考试业

务下放至县级公安机关，试点将中型以

上载客汽车登记业务下放至具备条件的

县级公安机关。优化摩托车科目一考试

内容，改进摩托车考试组织方式，为农村

群众提供就近便捷交管服务。

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
推广路口交通精细化组织方式，持

续优化交通信号配时。在交通流潮汐特

点明显的道路设置潮汐车道，探索设置

多乘员车道。因地制宜在学校、医院门

口设置限时停车位，支持鼓励住宅小区

和机构停车位错时共享。进一步推广轻

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

便利交通物流货运车辆通行
进一步放宽城市道路对新能源厢式

和封闭式货车的通行限制。推广城市货

车通道，保障货车顺畅进出禁限行区域

内的物流园区、工业园区。

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
实施国产新能源小客车及国产其他

小客车新车上牌前生产企业提前查验、

车辆管理所免予查验制度，进一步简化

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和二手车出口登记

手续。积极配合推动建立安全可循环的

车辆固废回收体系，大力支持新能源充

电桩及配套停车位建设。

实行公安政务服务“一窗通办”
推行户政、治安、交管、出入境审批

管理事项“一窗受理、综合服务”，逐步实

现群众一个窗口办成所有事。

推进公安政务服务“全程网办”
试点新生儿入户、居民身份证丢失

补领（领证不超过两年）、居住证办理、户

籍类证明开具等高频事项全程网办，推

动更多服务事项由网上可办向全程网

办、好办易办转变。

全面实施“跨省通办”
对户口迁移、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户籍类证明

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等事项，全

面实施“跨省通办”。

实施“免交证、办成事”改革
按照“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的原则，

加快实现群众办事办照免交居民户口

簿、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户口准迁证、户

口迁移证、驾驶证、护照等证照材料。

试点证件照片“一拍共享、
一照通用”

研究制定证件照片统一采集标准，

推进共享应用，解决群众证件照片多次、

多头采集问题。

大力推进公安政务服务进
社区、进农村

加强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警务室

建设，方便群众就近就地办理相关事项。

以区域警务协同服务区域
协调发展

持续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等区域内治安、户政、交管、出入境等

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互通互认，推进区域

安全风险共防、隐患共治，以及长江大保

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协同监管执法。

公安部将对上述措施逐一细化方

案、落实责任、强化督查，力争 8月底前

全部部署实施，确保取得实效。（央视）

多部门和单位部署加快
推进汽车客运站转型

据新华社电 记者 3 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

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就推进汽车客运站

转型发展部署相关工作。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各

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化客运站空间布

局、等级结构和功能，从大站集散向多点

串联转变；审慎新建等级客运站，打造与

火车站、机场、客运码头一体衔接的综合

客运枢纽；支持客运站在高校、商超、医

院等客流集中地设立停靠点，强化与铁

路、民航的衔接，更好服务旅客联程运

输。

这位负责人说，要加强道路客运运

行监测，优化调整客运站存量规模，适度

缩减售检票、候车等服务设施设备规模，

同时支持客运站规范开展停靠点运营。

这位负责人指出，各地交通运输部

门要会同发展改革、能源部门支持客运

站建设充电设施，提供营运车辆充电服

务和夜间充电托管服务，支持拓展货运

物流、邮政快递服务，以及公交首末站、

停保场等功能，配置出租车停蓄车场、共

享交通工具停放点，拓展汽车租赁、机动

车驾培等服务。

根据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文化

和旅游部门要引导客运站和旅行社等加

强合作，支持在客运站内设立旅游集散

中心，完善至旅游目的地的直通车网络，

鼓励开展电商销售、酒店住宿、汽车后市

场等服务。

通知强调，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积极

争取属地政府经费支持，用于客运站承担

的公益性服务，积极搭建平台，帮助客运

站富余站务人员转岗至城市轨道交通、铁

路、物流、邮政快递等适任岗位就业。

据新华社电 8月3日11时47分，风

云三号 F星搭乘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F星的

载荷配置和性能指标均达国际先进水

平，将接替已“服役”近10年的风云三号

C星在轨业务。

F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第八研究院抓总研制，地面应用系统由

中国气象局负责建设和运行。F星有何

亮点？将如何提升天气预报时效和精

度？

“三维CT”助力精准捕捉台风暴雨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频发。台风和暴雨区域的大气

温湿度分布可以描绘台风和暴雨的位

置、强度等信息，其分层越精细，台风和

暴雨信息刻画就越精准。

据第八研究院风云三号F星总指挥

李海生介绍，F星搭载了先进的微波温

度计、微波湿度计、红外高光谱大气探

测仪三台仪器探测大气温湿度廓线。

相比C星，F星大气垂直探测通道数量

提升了近 47倍。“通道越多大气垂直分

层探测越精细，这也就意味着这台大气

温湿度‘CT 机’垂直分层能力显著提

升，对大气温湿度分层认知更精准。”李

海生说。

同时，通过微波和光学大气探测

仪器深度联合，充分发挥微波通道不

受天气影响和高光谱探测通道更精细

的优势，F 星可探测人眼难以分辨的

大气温湿度廓线信息，为大气做更精

准的“三维扫描”，让台风、暴雨“有迹

可循”。

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表示，F 星

的发射将进一步提升天气预报的时效

和精度，为防灾减灾作出更大贡献。

高精度、高频次监测痕量气体
能够高精度、高频次地对全球大气

痕量气体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进行动态监测，是F星的一大亮点。

痕量气体是大气中浓度低于十万

分之一的粒子，主要有臭氧、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影响着全

球大气环境和气候变化。2008 年搭载

于风云三号 A 星的紫外臭氧垂直探测

器、紫外臭氧总量探测器开机工作，首

次实现了我国对全球臭氧总量的定量

探测。

第八研究院风云三号F星总设计师

王金华表示，F星在紫外探测能力方面

进行了重要升级，配置了两台新研制的

紫外高光谱遥感仪器。

紫外高光谱臭氧天底探测仪通过

从上而下的天底观测方式获取太阳散

射信号，反演得到全球大气臭氧、二氧

化硫和二氧化氮总量以及气溶胶、大气

臭氧垂直廓线分布等信息。

紫外高光谱臭氧临边探测仪则

以切线形式对大气进行分层探测，通

过临边方式观测大气紫外—可见光

波段太阳后向散射，反演得到全球臭

氧垂直廓线、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柱

总量以及气溶胶定量和定性产品，用

于气候变化、大气化学以及大气环境

研究。

将生产6类48种产品
F星是一颗极地太阳同步上午轨道

卫星。因天气系统在上、下午时段表现

迥异，近地轨道卫星采用多星组网观

测，能更好地获取时空均匀分布的探测

资料。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曹晓钟表示，F
星将与在轨的“下午星”风云三号D星、

“黎明星”风云三号E星、“降水星”风云

三号G星组网观测，其观测资料和产品

将广泛应用于天气预报、气候预测、灾

害监测、环境监测等领域。

F 星投入业务运行后，将生产图像

类、云辐射类、海陆表类、大气参数类、

大气成分类、空间天气类共计 6类 48种

产品。针对地表和大气成分的探测需

求，全新研发了土壤冻融、二氧化氮、二

氧化硫、臭氧总量和廓线、气溶胶总量

及指数等新型遥感产品。

下一阶段，F星将按照“边测试、边

应用、边服务”的原则开展在轨测试。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 9颗风云气象卫星

在轨运行，持续为全球 129个国家和地

区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

据新华社电 8 月 3 日 11 时 47 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

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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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射是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

箭第 100次发射，创造了我国运载火箭

发展历程中又一个百发纪录。

进一步放宽集体户设立条件、证件照“一拍共享、一照通用”、政务服务“一窗通办”……

公安部发布多项便民措施 力争8月实施

风云三号F星成功发射 更精准捕捉台风暴雨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100次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