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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将于12月起施行

拍黄瓜、泡茶等简单食品制售行为将简化许可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经
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工作，加强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
理，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12日
发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自2023年
12月1日起施行。
　　办法聚焦企业反映的堵点难点问题，对拍黄
瓜、泡茶等简单食品制售行为，作出了简化许可的
规定。食品经营者从事解冻、简单加热、冲调、组
合、摆盘、洗切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
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保证食品安
全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简化设备设施、专门区域等
审查内容。
　　办法明确食品销售连锁管理、餐饮服务连锁管

理、餐饮服务管理、半成品定义，规定半成品制售仅
限中央厨房申请，进一步规范了“散装食品”的定义，
明确未经食品生产者预先定量包装或制作在包装材
料、容器中的食品，食品销售者在经营场所根据需要
对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食品进行拆包销售或进行重新
包装后销售的食品，均纳入“散装食品”的范畴。
　　办法结合行业发展、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等，进
一步明晰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的范围和无需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的具体情形，将实践中容易导致责任落空
且有迫切监管需要的连锁总部、餐饮服务管理等纳
入经营许可范围，并从风险管控角度，增加并细化
了单位食堂承包经营者、食品展销会举办者等的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
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四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通知称，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为89元，今年新增的人均5元经费重点
支持地方加强对老年人、儿童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
　　根据通知，2020年至2022年累计增加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经费，继续统筹用于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有关工
作，重点支持做实做细新冠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
务，加强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按照服务规范提质扩面，优化服务内容等工作。
　　通知明确，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种类
和数量总体不变，各地要重点在巩固做实现有项
目、改善群众获得感和感受度等方面加强工作。通
知从5个方面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包括明确年
度绩效目标，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健康管
理服务，提升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
康管理服务质量，提高电子健康档案利用效率和质

量，统筹做好基层疫情防控。
　　其中，在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各地要进
一步摸清辖区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底数，建立并
动态更新台账。要做实老年人健康体检，根据体检
结果做好健康评估和分类指导，加强后续有针对性
的健康指导、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
　　在儿童健康管理方面，做实0至6岁儿童健康管
理服务和0至3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强化3
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和咨询指导、儿童生长
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儿童超重和肥胖预防、
眼保健和近视防控、口腔保健等健康指导和干预。
　　通知要求，各地要明确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包中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和相应的经费额度，
家庭医生（团队）要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
签约的重点人群和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者提供相应的健康管理服务。推进打通电子健康档
案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数据的实时更新和
共享。

2023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89元

阅读类APP不能只想着“赚快钱”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近年来，阅读类APP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
喜爱。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与传
统纸质书阅读相比，数字阅读不受时间、地点
限制，让阅读变得更丰富、便捷、高效、
有趣。
  随着阅读类APP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一
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做法随之出现，比如用更
新频率、更新时间、更新字数等方式来影响读
者阅读，尤其一些付费小说，读者甚至花费几
百元仍看不到结局；有些APP时常弹出广告，

甚至出现自动勾选“自动续费”选项的情
况……这些乱象在影响阅读体验的同时，还容
易使读者掉入消费陷阱。
  当前，阅读类APP一般有两种收费方式。
一种是按章节，价格不确定且不同章节需要的
阅读币数量也不同；另一种是花费一定金额购
买会员年卡，可以不限量阅读。但无论采用哪
种方式，经营者都应在明显位置向读者明示价
格，并明确规则。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
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既然是付费阅
读，除了试阅章节外，一共有多少章节，一共
要付多少钱，都应该明明白白的。如若隐瞒，
那么消费者则有权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责任。
  一些阅读类APP为获取利润“赚快钱”，
不惜侵害读者权益，殊不知，只有保护好读者
权益，数字阅读才可能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
更大的市场空间。同时，要少一点功利之心，
多一点老派的情怀和敬畏，如若光想着套路读
者“割韭菜”来牟利，那么只会使自己的路越
走越窄。消费者也应保持警惕，避免被一些不
良的网文收费套路所欺骗和损害。此外，也呼
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近年来，阅读类APP因内容丰富、符合网
络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
喜爱，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着阅读类APP
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做法随之出现。有些阅读APP上的付费小说，
按照章节收费，持续连载几千章还处于未完
结状态，读者花费几百元仍看不到结局。有些
阅读APP时常弹出广告，影响阅读体验的同
时，还容易使读者掉入消费陷阱。
        （据《中国消费者报》）

上半年我国民航运输生产

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
航共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31.3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2.84亿人次、货邮运输量327.6万吨，分别为2019年同
期的84.6%、88.2%、93.1%，行业运输生产基本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
　　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3年全国民航年中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了解到的消息。
　　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在会上表示，上半年，全行业
坚持稳中求进，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安全形势总
体保持平稳，重要领域深化改革稳步推进，民航国际
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各项专包机和重大运输保障任务
圆满完成，民航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
　　“下半年，民航恢复发展进入增量提质的关键
期。”宋志勇强调，下一步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确保行业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始终与生产运行动态匹
配；引导航空公司加强机队健康管理，加强持续适航
管理；推动民航安全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快
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建设等。

公安部严厉打击

“两超一非”食品领域犯罪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公安部获
悉，公安部针对食品领域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农兽药以及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禁用农
兽药（简称“两超一非”）违法犯罪，部署各地公
安机关坚决采取强有力措施，依法严厉打击“两超
一非”食品犯罪活动，并对浙江金华王某某等制售
假牛肉案、安徽铜陵卞某某等制售有毒有害降压降
糖类食品案等50起“两超一非”食品犯罪案件进行集
中挂牌督办。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全环节、全
要素、全链条”侦办要求，查深查透犯罪事实，彻底
摧毁犯罪网络，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要持续深入推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始终保持对各类食品安全犯
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协同有关部门切实防范各类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今年以来，各地公安食药侦部门聚焦农产品、肉
制品、保健食品、网红食品等一些食品领域“两超一
非”违法犯罪较为突出等情况，迅速行动、重拳出
击，向“两超一非”食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集中侦
办了一批重大案件，摧毁了一批制售窝点，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

我国社区社会组织超175万个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12日从民政部获
悉，截至20 2 2年底，各地社区社会组织超过17 5
万个。
　　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为主发起
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
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
组织。
　　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
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21年以来，各
级民政部门积极开展社会组织“邻里守望”关爱行
动，超过9万家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开
展各类社区服务活动26.3万项，服务受益群众9336万
人，积极为社区内残疾人、空巢老人、困难职工、失
独母亲、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体提供亲情陪伴、生活照
料、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社会融入等各类关爱服
务。同时，各地社区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区环境、治
安、物业、文化、养老、托育、疫情防控等群众身边
事，打造群众触手可得的便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