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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百姓身边的民生新事

图①：在山东省乐陵市一家预制菜生产企业车间内，工人赶
制订单。 初宝瑞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马埠镇凰洲村，工作人员向老
人讲解手机APP使用方法。 陈福平摄（人民图片）

图③：来自陕西的刘先生和姚女士在上海市普陀区婚
姻收养登记中心完成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图④：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家便民市场，消费者在

扫码支付购买蔬菜。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图⑤：修鞋匠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便

民服务摊位修鞋。 新华社记者 江 汉摄

图⑥：老年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王府路社区为老餐厅享用早餐。

王 正摄（人民视觉）
图⑦：湖南省长沙市，市民在一楼盘营销中心

选房看房。 郭立亮摄（人民图片）
图⑧：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沙湾镇，居民在看电视。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图⑨：北京，地铁工作人员帮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乘车。

陈晓根摄（人民图片）
图⑩：民警在江苏省海安市海安街道海陵社区给学生讲

解安全上网知识。 翟慧勇摄（人民图片）

中央地方合力“炒好”预制菜

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培育发展预制菜
产业”。多地出台新规，推动预制菜产业健康发展。1
月，沪苏浙皖的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研究制定 《长三角预
制菜生产许可审查指引》，统一预制菜生产操作规范，对
预制菜原材料、加工、包装等方面提出要求。

▶ 点评
一头连着餐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预制菜兴起，

是居民消费升级的具体体现，也是“三产融合”、乡村振
兴的有力支撑。

这几年，制作方便、营养美味的预制菜，成为百姓
餐桌上的“新宠”。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
模达4196亿元，预计2026年突破万亿元大关。产业快速
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标准不统一、质量难保证等安全风
险。眼下，加快预制菜行业质量标准建设，逐步形成覆
盖预制菜原料、加工工艺、包装标识、微生物指标等领
域的标准体系成为社会共识，这有助于预制菜产业驶入
健康有序发展轨道，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更美味、更
健康。

出拳治理APP乱象

2月，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
服务能力的通知》，聚焦APP安装卸载等提出12条措施，
围绕APP开发运营者、分发平台等提出14条措施，进一
步为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制定规则，明确边界。

▶ 点评
丰富多样的 APP 在赋能千行百业、便利生产生活的

同时，也产生了开屏广告“乱跳转”、预置应用软件“难
卸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既
要打出整顿治理“组合拳”，也要结合行业发展态势，因
势利导，顺势而为。

近年来，相关部门接续发力，信息通信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行业生态逐步改善。保护用户合法权益、维护
行业健康生态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从政府监管
到企业自律，从行业自治到社会监督，需要调动和激发
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统筹协调。只有凝聚共
识、形成合力，才能引导各类 APP健康有序发展，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周到的信息服务。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5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试点。6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河北等21个试
点省份，双方均非本地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可凭一
方居住证和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在居住证发放地婚姻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婚姻登记。

▶ 点评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人户分离”现象较为普遍。

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若婚姻登记必须双方返
回户籍地，费时费力又费钱。2021年6月起，我国在七省
二市启动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如今进
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意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让便民
服务更便民。

置身“流动的中国”，推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民有所
呼，政有所应。各地各部门既要加快打通业务链条和数
据共享堵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也要扎实
做好当下已经实现了的“通办”事务，持续优化完善相
关工作，最大限度服务公众和市场主体，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

向扫码强制关注使用说“不”

6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
强制关注公众号”消费监督工作。北京、上海、江苏、
深圳等地消协组织也就“扫码强制关注使用”发声，通
过发布倡议、组织经营者进行自律承诺、开展专项消费
监督等维权工作，呼吁商场、餐厅、停车场等商家在扫
码缴费过程中不强制关注公众号、不过度索取个人信息。

▶ 点评
近年来，扫码支付成为一种时兴。然而在“扫码”

与“消费”之间，时常夹杂着各种繁琐的、非必要的操
作，比如让消费者关注公众号、授权个人信息、注册会
员甚至强制实名认证等。这不仅影响消费体验，更加大
了消费者隐私泄露的风险。

任何消费模式、服务方式都应有边界，必须以尊重
消费者意愿为前提，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社会监督力量已行动起来。期待
社会各界齐心协同共治，早日杜绝强制扫码关注乱象，
为消费者创造安心、清朗的消费环境。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印发 《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提出到
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推动多种类型的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计划》 从优化商业网点布局、
创新社区消费场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等方面，对

“圈”内生活提出更详尽的规划。

▶ 点评
当前，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但也要看到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有的生活圈市场里菜
肉价格偏高，居民宁愿多走几步去更远的地方买菜；有
的地方在城市规划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后，修鞋、修
车、配钥匙、改衣服等“小修小补”的摊点没了……问
题的背后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打造便民生活圈时不够精细。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建设便民生活圈是城
市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建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须注
重精细化治理，其中的着力点首先在问需于民。只有充
分了解群众的现实需求，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落脚
点，才能有针对性地规划布局，真正“圈”出老百姓的
幸福感。

“一老一小”个税扣除标准提高

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的通知》，决定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调整后的扣
除标准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 点评
近年，进一步减轻生育、养育和赡养负担的呼吁较

多。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3项专项
附加扣除与“一老一小”直接相关，提高相关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担，提高
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一老一小”扣除提高事关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作为优化生
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之一，它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
生育养育的鼓励和照顾。期待继续优化个税这一有力的
政策工具，释放更多民生红利。

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降低

8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
布 《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
引导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借贷双方有序调整优化资产负
债，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随后，中国农业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机
构相继发布公告，对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调整范围、
调整规则、服务渠道及时间等进行明确。

▶ 点评
根据有关测算，此次存量首套房贷利率调整，平均降

幅大约为80个基点。以100万元、25年期、原利率5.1%的存
量房贷为例，假设房贷利率降至 4.3%，可节约借款人还款
支出每年超过5000元。这无疑降低了住房消费负担，增加
居民消费和投资能力。

住房问题是民生大事。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
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多地适时调整优化房地
产政策，释放出积极信号。无论是执行“认房不认贷”政
策，还是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抑或是降低首套房
首付比例，都有助于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

电视“套娃”收费“解套”

8 月起，国家广电总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治理电视
“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工作试点；11月，又发布三项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标准，对有线电视、IPTV、互联网
电视三种电视终端的开机时间、操作流程、付费提示等方
面提出明确要求。经过整改，用户“看电视难、看电视烦”问
题得到明显改观。

▶ 点评
随着智能电视的发展，节目内容更丰富了，但收费多、

操作难等问题也“套”住了消费者。本质上说，“套娃”收费是
一种短视行为，它看似实现了盈利，实则影响了用户的观看
体验，降低了用户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得不偿失。

无论电视多么智能，无论经营方式如何变化，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道理颠扑不破。电视厂商、视听 APP
应始终将用户体验放在首要位置，坚持依法经营，改进
服务质量，一方面探索构建多平台、多专区、多终端互
融互通的会员体系，让收费更透明、更合理，另一方面
该免费提供的就要免费提供，充分尊重和保障群众的基
本文化权益。

居民出行环境“有爱无碍”

9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正
式施行，标志着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进入新阶段。
作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专门性法律，这部法律为保障残
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
活，促进社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提供了
坚实法治保障。

▶ 点评
目前，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超过2.8亿人；孕妇或身体受到伤害的人们在一定情况
下对无障碍环境也有需求。近年来，各地聚焦特殊群体
合法权益，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上持续发力，越来越多残
疾人、老年人和其他社会成员感受到无障碍设施带来的
便利和温暖。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系统规定了各相关方责任，各地在新建改造中应该
严格落实法律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深入基层社区、街道
和相关单位开展调研，加强指导、加大监管，督促法律严格
执行，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有没有”迈向“优不优”。

守护未成年人用网安全

10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公布。这是我国第
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条例》重点
规定了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制机制、促进未成年人
网络素养、加强网络信息内容建设、保护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防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内容，为未成年人用网
保驾护航。

▶ 点评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93 亿，

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2%。对广大未成年人来
说，网络能帮他们更好学习知识、开阔眼界。同时，未
成年人因沉迷网络而荒废学业、出现打赏纠纷的新闻不
时见诸媒体，更凸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性。

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而言，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意义重大。必须站在塑造网络新风、净化网络空间的高
度，为未成年人学习、社交、娱乐提供丰富而安全的网
络场景，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此外，也要在引导未
成年人文明用网、科学上网、健康上网等方面发力，不
断提高他们自身的网络素养。

（本报记者 史志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