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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银高速公路潍坊城区段免费通行政策来了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哲）2月
28日，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
银高速公路潍坊城区段免费通行有关情况。
  据悉，为缓解城区北部交通压力，2023年底，
市委、市政府统筹考虑全市城建交通情况，提出利
用青银高速公路横贯潍坊城区北部的特点，以政府
承担通行费用的形式打造潍坊城区北部“城市快速
路”的构想。今年1月15日，市政府发布2024年政
府工作报告，将青银高速公路城区段免费通行作为
2024年十件新办民生实事之一。
  2月9日，我市与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
订合作协议，约定自3月1日起，对驶入站和驶出站
均在潍坊西、潍坊、潍坊东3处收费站且安装并使
用ETC套装的鲁G、鲁V号牌一型客车（车长小于
6000毫米且核定座位不大于９座的载客汽车）实施
免费通行，所产生的费用由政府承担。驶入站和驶

出站中有一个不在上述3处收费站范围内的车辆通
行费由车主自行承担。
  同时，针对部分车辆未安装ETC套装，决定自
3月1日0时起至3月10日24时止为过渡期，在此期间
未安装ETC套装的车辆也可以免费通行。过渡期后
未安装ETC套装的车辆，将不再享受免费通行，建
议有需求的车主在过渡期内尽快办理ETC。
  免费通行政策实施时间为2024年3月1日至2024
年12月31日。如遇政策变化、不可抗力等因素，将
视情予以调整，另行通告。
  为确保实行免费通行后周边道路畅通，交警部
门结合车流特点，通过预警研判易堵路段、时段，
制定了相应的交通疏导方案，对青银高速公路潍坊
收费站济南方向匝道及周边通亭街、北海路，潍坊
西收费站进出匝道及周边安顺路路段加强监控，一
旦出现拥堵情况，确保做到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应对消费吐槽 还需及时“算账”
□本报评论员 宋玉璐

  眼下文旅消费市场强势复苏，春节假期热
热闹闹，但吐槽声也不绝于耳，针对背后所暴
露出的一系列乱象和堵点、痛点问题，找准方
向，及时“清算”，正是维护市场秩序、进一
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
  无论是春节假期出游还是春运往返，对于
旅客而言，交通体验对整趟旅途质量都有着重
要的影响，若是一路畅通，心情自然愉悦轻
松。春节假期交通出行需求大幅增长，随之而
来的火车票、飞机票等供需失衡，令春运购票
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若不提前做好抢票
攻略，几乎是“一票难求”。
  针对这一点，不能一味要求消费者做攻
略、早抢票，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起来。春节是
客流高峰期，要做好流量评估，建立健全应急

预案和长效管理机制，确保能够及时调整和调度
资源，合理优化资源配置，让抢票通道更加畅通。
还要做好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倒卖车票等不法行
为，以缓解供需矛盾带来的诸多压力。
  另一个备受消费者吐槽的是文旅市场的消
费乱象。满心欢喜到一座慕名已久的城市观光
游览，总会被一些“老鼠屎”搞坏心情，导游
强制购物现象仍然存在，店家对本地人和外地
人使用“阴阳菜单”区别对待，景区漫天要价
屡教不改……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游客的消费体
验，对城市形象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一锤子买卖”“一直被曝光，从未有改
变”背后，一方面是地方监管执行力的不足，
另一方面是一些从业者长久以来服务意识的淡
薄和对所谓行业“潜规则”的凭恃。对于此类
行为，开展专项整治一定要形成常态化，多次
“回头看”，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监管，提升从
业人员自律意识，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此
外，还应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拓宽消费者维
权渠道，坚决维护好消费者的权益，让每个人
都能够消费得舒心、安心、放心。
  看当下，更看长远，不贪图短期暴利，以
改善消费环境、提供优质服务为先，才能持续
赢得消费红利，实现地区市场由小到大、由大
到强。相关部门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服务为
第一要素，向先进地区学习，不断改进细节，
提升服务。

  2月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2024
年春节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显示，
在2月9日至18日共计10天监测期内，共收集
到“消费维权”相关信息2157.5万条，日均约
216万条。消费者吐槽主要集中于交通出行、
景区旅游、文化娱乐、消费服务等方面。“三
亚返程机票价格”“傅园慧称包车被勒索”等
热点事件再次被点名。  （据《法治日报》）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2024年春运已接近
尾声，出行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28日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月27日（春
运第33天），今年春运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
达72.04亿人次，比2023年同期增长10.6%。
　　今年春运，出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公路自
驾成为出行主力。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发布会
上介绍，春运前33天，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自驾
车流动量超58亿人次，达到历史峰值。自驾车人员
流动量占全社会总人员流动量的比例达到80.7%，
“自驾车”“自驾行”成为春运出行绝对主力。与
此同时，铁路客运量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民航
客运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重点物资运输有序畅通。李小鹏说，重点物资
流通枢纽运行稳定，有效保障了能源等重点物资以

及民生重要物资的运输。“无论是从‘大动脉’
看，还是从‘微循环’看，总体都是顺畅的”。
　　近期我国经历了多次降温和大范围雨雪冰冻天
气，对春运产生了一定影响。李小鹏表示，春运期间，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做好极端恶劣天气的防范应对工
作，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重点省份开展“一对一”专
项调度，指导各地各部门做好应对防范各项工作。同
时，有效保障务工流、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特别
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的出行需求。“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到目前为止，总体上应对有序有效，总体运行平
稳，经受住了复杂恶劣天气的严峻考验”。
　　面对春运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李小鹏说，
交通运输部门将在春运后期这段时间努力改进完善，
并在春运结束后立即开展总结评估，全力做好各项工
作整改，不断把春运服务保障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春运3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72亿人次

全国民政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首次举办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
能大赛近日启动。该大赛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是我国民政领域首
次举办的国家级一类大赛，也是民政领域竞赛规格最
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
合性赛事。
　　据了解，本次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
拔赛两个阶段。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原则上于3月下旬
前组织完成，全国决赛拟于5月下旬在江苏省南京市
举行。大赛设置养老护理员、遗体火化师、公墓管理
员、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5个竞赛项目，均为
单人赛项，以养老护理员等5个职业的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高级工及以上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依据命制竞赛
内容。

全国托育机构近10万个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
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杨金瑞28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方面促
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
构近10万个，托位约480万个。
　　实施托育建设重大专项，支持48个托育综合服务
中心、公办托育机构和普惠托位建设；将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并提高扣除
标准；在中职、高职和本科阶段设立托育专业，组织
编印托育高职教材14种、中职教材9种；命名首批33
个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评选了75家爱心托
育用人单位……近年来，我国补短板、增供给、优服
务，让更多家庭享受到普惠托育服务，切实解决群众
后顾之忧。
  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将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增加托位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托育人才培养体
系，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取得新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近年来，我国农村人
居环境持续改善，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
过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0%以
上，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
以上。
　　这是记者28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2023年我国总
结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力
有效。各地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补上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国
开展清洁行动的村庄超过95%，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 2025年）》，到
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建设取得新进步。
　　其中，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高，厕所粪污
基本得到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
乱倒乱排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明
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
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机制
基本建立。
　　据了解，2024年有关部门将务实推进乡村建设行
动，从农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入手，谋划推动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可感
可及的关键要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自3月1日起，对驶入站和驶出站均在潍坊西、潍坊、潍坊东3处收
费站且安装并使用ETC套装的鲁G、鲁V号牌一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