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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8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将提振消费作为
当前扩需求的关键，从强化大宗消费支撑、优化服务
消费供给、培育新消费增长点和优化城乡消费环境等
四方面出台40条政策措施，进一步提振扩大消费，筑
牢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薄说，山东省近日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提振扩大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
主要围绕群众关心关切的汽车、住房以及餐饮、文旅
等重点消费领域，上下联动拿出真金白银，推出大众

化、普惠性的支持政策，营造便利消费、放心消费环
境，不断提升消费便利度、舒适度、满意度。
　　强化大宗消费支撑方面，山东从新能源汽车购置
税减免、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居民充电桩分时电价、增加城市停车位供给、加大汽
车消费信贷支持、城市片区综合更新改造、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开展家居家装促销等方面推出12
条政策措施，满足居民的汽车、住房消费需求。
　　山东从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扩大餐饮和住宿
消费、提升健康服务消费、增加养老和托育服务供

给等方面，推动服务消费供给优化，促进居民生活
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同时，山东从壮大信息服务
消费、丰富5G网络和千兆光网应用场景、促进电子
产品消费、支持直播电商、发展新零售、培育预制
菜产业等方面发力，挖掘释放新兴的、升级类的消
费潜力。
　　山东还从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建设农村商业体
系、补齐流通体系短板、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营造
放心优质消费环境等方面，一体完善促消费基础
保障。

山东出台40条措施进一步提振扩大消费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私家侦探”行业
亟须法治“导航”

  说到“私家侦探”，许多人脑海中会立即
闪现各种源自文学和影视剧中的神探形象，从
而赋予其某种神秘色彩。然而，现实中的“私
家侦探”行业乱象不少：有些“私家侦探”是假借
侦探名义，实施诈骗的骗子；有些想一夜暴富，
不惜铤而走险，只要给钱，什么都敢做；还有些
直接贩卖个人信息……
  当下，“私家侦探”之所以越来越多，其
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
越强，在遇到涉及婚姻和债务等问题进行诉讼
时，由于个人不具备相应的调查技术，从而对
“私家侦探”有了较大的需求空间。
  事实上，“私家侦探”并不是一个被社会
认可的职业，更多的是一种形象的叫法，特指
从事调查类业务的机构或个人。特别是近年
来，各类冠以“事务调查中心”“事务调查
所”名称的公司越来越多，吃的是“信息
饭”。无论是“私家侦探”，还是其他什么调
查机构、网络平台，都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
带，有的以“调查”之名，行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之实，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
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在法律面前没有
法外特权，不能借职务之便违法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去牟利。那些宣称“拥有大量高科技工具”，
可以为客户提供“行踪调查”“婚外情调查取证”
等服务的个人或公司，其中不乏掺杂着侵犯他
人隐私的违法行为及真假难辨的骗局。
  显然，对于“私家侦探”行业有必要引起
重视并加以整治规范。一方面，相关部门及行
业协会要加强对“私家侦探”合法合规方面的
发展引导，让“私家侦探”知道能干什么、怎
么干。另一方面，“私家侦探”必须规范行
事，不能触碰法律红线，不能违背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不能侵犯公民
的合法权益。如此，才能有效遏制违法侵权乱
象，把“私家侦探”引入法治轨道。

  “行踪调查”“婚外情调查取证”
“拥有大量高科技工具”……近些年，类
似广告频现互联网。“私家侦探”究竟是
一种怎样的存在？普通人雇请“私家侦
探”调查有法律风险吗？“调查结果”又
能否作为法庭审理证据？多位受访专家指
出，“私家侦探”吃的是“信息饭”，而
这碗“信息饭”很容易涉及他人的个人信
息权、隐私权，而其“调查结果”也通常
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委托人还可能因此涉
嫌违法甚至刑事犯罪。
          （本报今日11版）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基层卫生
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基
层卫生健康服务更加均衡覆盖城乡社区居民，提升
群众获得感。
　　这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主要包
括：预约号源向基层下沉，推进中高级职称医师值
守门诊，方便居民配药开药，加强与签约居民的联
系，深化“一老一小”健康管理服务，延长城市社
区门诊服务时间，推行“先诊疗、后结算”，提供

周末疫苗接种，为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等慢
性病患者提供运动、饮食处方或建议，改善就医服
务环境。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基层卫生健
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心
实意为群众办好事、解难题。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结
合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或丰富各项措施，提高人民
群众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利用基本医疗和卫生健康
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五部门制定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力争用三年时间推出千条红色旅游研学线路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8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获悉，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
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
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
2025年）》，将力争利用三年时间，针对青少年打造
百堂红色研学精品课程，推出千条红色旅游研学线
路，开展万场红色旅游宣讲活动，覆盖全国上亿大
中小学师生。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
人工作机制更加完善，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更加
凸显，红色文化有效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青少年思想政治素养和全面发展水平明显
提升。
　　行动计划以“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新
人”为主题，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在红色教育方面

的积极作用，坚持科学教育观念，建立完善红色
旅游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推动广大青少年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永远跟党走
的信仰信念信心，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行动计划提出4方面共10项主要任务。实施红
色文化课程建设方面，将开展红色研学精品课程建
设，推动红色文化与日常教学有机融合；开展系列
宣讲活动方面，将组织专业宣讲员讲述红色故事，
组织青少年讲述红色故事，邀请先进典型代表讲述
红色故事；举办红色旅游品牌活动方面，将举办全
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举办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
创意策划大赛；提升红色教育服务水平方面，将优
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提升红色旅游服务水平，完
善红色研学实践教学机制。

寿光一社区获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社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预约号源向基层下沉 提供周末疫苗接种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莹）近
日，2022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
进典型名单公布，寿光市圣城街道学院社区获评全
国“最佳志愿服务社区”。
　　近年来，该社区精心打造“润家园”志愿服务
品牌，积极吸纳党员干部、“五老”志愿者等组织
志愿服务队，为居民解决民生“微实事”。组建理
论宣讲队伍，开展微宣讲1500多场。吸引离退休干
部等加入“红袖标”平安巡访志愿服务队，每天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不文明行为劝导。成立“一家
亲”志愿调解队，帮助居民调解婚姻家庭及邻里纠
纷50多起。聚焦“为老”服务，开展助困送温暖、
助医送健康、助聊送抚慰、助急送服务1500多次，
进一步增强了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结合党员“双
报到”，与共建单位志愿服务队定期举办“民生大
集”，精准服务民生。招募培训文艺志愿者120多
人，结合传统节日，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打造积极
向上的社区文化。

《氢能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印发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家标准委与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
部、国家能源局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氢能产业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版）》。
　　指南明确了近三年国内国际氢能标准化工作
重点任务，系统构建了氢能制、储、输、用全产
业链标准体系，涵盖基础与安全、氢制备、氢储
存和输运、氢加注、氢能应用五个子体系。指南
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氢能产业的决策部
署，充分发挥标准对氢能产业发展的规范和引领
作用。
　　指南提出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重点。在氢储存

和输运方面，主要包括氢气压缩、氢液化、氢气与
天然气掺混、固态储氢材料等氢储运基本要求，容
器、气瓶、管道等氢储运设备以及氢储存输运系统
等方面的标准，推动安全、高效氢储运相关标准的
制修订；在氢加注方面，主要包括加氢站设备、系
统和运行与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标准，推动加氢站安
全、可靠、高效发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在氢能应
用方面，主要包括燃料电池、氢内燃机、氢气锅
炉、氢燃气轮机等氢能转换利用设备与零部件以及
交通、储能、发电核工业领域氢能应用等方面的标
准，推动氢能相关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安全
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