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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门联合开展2025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近日，“疑似代购厕所分蛋糕”的
话题冲上热搜，代购分装食品问题引发
热议。记者调查发现，代购售卖分装食
品如今在不少地方卖得火热，但暗藏诸
多食品安全问题，如分装、储存食品的
环境不达标、不卫生、分装盒上无任何
标识、卖家虚标生产日期等。
        （据《法治日报》）

食品代购不能
留安全“盲区”

□本报评论员 薛静

  找代购，如今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尝
鲜”不可或缺的方式。一些知名会员制超市
因为商品有特色、质量有保障，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消费者去消费。但是受限于距离或者
是会员卡办理等难题，很多消费者只能求助
于代购。
  为了让顾客一次性尝到更多食品，代购往
往将大包装的食物拆开分装，看似充满“人情
味”的行为，其中却暗藏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隐
患。比如近日“疑似代购厕所分蛋糕”的话题
冲上了热搜，代购分装食品问题也引发了大众
的关注。狭小逼仄的厕所，竟成了食品代购的
“生产车间”，用于储存食品的器具随意摆放
在地上，卫生状况全然不达标；而且，分装盒
上更是一片空白，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配
料表等关键信息，消费者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就
跟“开盲盒”一样。
  而这恐怕只是庞大代购链条上的一小部
分。谁能证明自己购买的东西就一定是在安
全可靠的环境中进行分装的呢？根据《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高危易腐食品需
要严格控制储存和配送条件。然而，由于个
人代购绕开了平台和监管渠道，食品分装和
运输中普遍缺乏必要的卫生保障。个人代购
往往将蛋糕、熟食等直接打包寄送，甚至在
非洁净环境下进行分装。这不仅给消费者健
康带来潜在威胁，还为监管部门增添了执法
难度。
  本质上，代购本身没有太大问题，有问题
的是假冒伪劣，是缺斤短两，是商品不卫生不
安全，让人不能享受到应得的服务。在食品安
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任何可能影响食品安
全的环节都不应被忽视，需要社会各界积极思
考、各抒己见，协同保障食品安全及消费者的
权益。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要理性，尽量不要
通过没有经营资质的代购购买商品，否则一旦
出了问题就很难维权。对于商家来说，一方面
可以通过限购或者封卡等措施打击代购，另一
方面不妨考虑推出更加灵活多样的营销策略，
提升配送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对小分量、多
样化食品的需求，让消费者轻松买到无需代购
的商品。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既要对代购业务
尤其是食品代购作出清晰界定，包括代购范
围、分装条件、销售方式、维权渠道等，把
这些空白填补上，才能确保消费者“舌尖上
的安全”；也需加大对不法代购分装行为的
打击力度，对无证经营、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的行为进行严厉惩治，倒逼代购完善证照、
合法经营。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民政部等9部门3日发布通知，提出1月至2
月联合开展2025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部署
了加强出行保障、加强就业服务和权益维护、强化
兜底帮扶等一系列举措。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我
国外出务工农民工超过1.9亿人。春节前后是农民工
集中出行期、换岗高峰期，做好农民工服务保障工
作十分重要。
　　通知要求，结合农民工节前返乡、节后返岗需
求，强化运力保障和运输组织调度，根据需求组织
开展“点对点”包专车、专列（车厢）、飞机等服
务。按规定落实跨省外出务工脱贫人口（含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一次性交通补助。
　　在就业服务方面，通知提出，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提供稳岗留工服务，摸排节前返乡农民工的节后
返岗意愿，引导农民工节后返岗返工。加大岗位信
息归集力度，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服务，促进农民工
求职就业。
　　春节前是工资结算高峰期，通知强调，维护好
农民工工资报酬等权益，扎实推进治理欠薪冬季行
动，高效解决欠薪问题，畅通农民工维权渠道，加
大违法惩戒力度。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快
立、快调、快审、快结”长效机制。
　　通知还要求，强化兜底帮扶。及时为符合条件
的困难农民工提供社会救助，对遭遇突发性、紧迫
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
农民工，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由急难发
生地实施临时救助。及时为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
发放失业保险待遇。

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
长袁达3日表示，今年将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
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等3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
　　袁达是在国新办当日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力扩围实施“两
新”政策。袁达表示，今年将大幅增加超长期特别
国债资金规模，加力扩围实施“两新”工作。
　　一是扩大范围。将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电
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实施手机等
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
板、智能手表手环等3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

　　二是提升标准。进一步提高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及动力电池更新、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标准。加大家
装消费品换新的支持力度。
　　三是完善机制。进一步简化设备更新审批流
程，提高经营主体设备更新的便利度。优化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资金分配，向去年工作成效较好的地区
倾斜；降低企业垫资和经营压力，简化补贴流程，
及时高效兑现补贴资金；规范市场秩序，加强项目
资金监管等，持续提高政策效果。
　　“我们将尽快公布今年加力扩围实施‘两新’
政策的具体方案，指导各地及时做好相关支持政策
跨年度顺畅衔接和平稳有序过渡，力争取得更大实
效。”袁达说。

国家医保局印发《眼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整合规范眼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助力守护眼健康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
发《眼科 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
行）》，整合规范眼科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助力
守护眼健康。
　　据悉，眼科类立项指南将563项技术规范项目映
射整合为125项，分为临床诊察类项目、非手术治疗
类项目和手术类项目三大类。其中，在临床诊察类
项目中，对可能存在重叠的眼科检查项目，如“眼
压检查”和“眼压检查（青光眼激发）”明确不得
同时收费。
　　在规范统一现行价格项目的同时，立项指南对
技术劳务价值高、风险程度大的复杂情况和复杂操
作，实行复杂情况单独立项，体现技术难度差异。
例如，明确设立人工晶状体植入费，并根据患者病
情不同设立常规、复杂情况。为防止出现晶状体位

移，需悬吊人工晶状体或植入张力环时，手术难度
显著提高，可按复杂情况收费。
　　针对眼科医疗服务中美容类项目的特殊性，立
项指南在计价说明中明确眼袋整形术、重睑术（双
眼皮手术）等属于美容整形常用项目，供各地在制
定价格管理方式时参考。为积极支持创新技术转
化，立项指南将目前群众熟知的“飞秒激光近视矫
正手术”单独立项。
　　此外，立项指南还关注儿童近视、弱视问题，
设立“散瞳验光”“显然验光”“视功能训练”等
多个项目，促进近视、弱视儿童早诊早治。
　　国家医保局表示，规范化标准化的价格项目体
系，将进一步推动医疗机构有效弥补眼科诊疗方面
的不足和短板，为优化眼科医疗服务提供有力
支撑。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3日从国家税务总局
获悉，为更好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
作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国家税务总局研究起
草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于1月3日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新个人所
得税制。每年年度终了后，纳税人需对上一年度取
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
项综合所得合并计税，向税务机关办理汇算，结清
应退或者应补税款。2019至2023年，税务部门每年发
布公告，明确汇算内容、适用情形、办理时间、办
理方式等事项。
　　办法总体延续此前汇算公告的基本框架和主要
内容，并将其中实施效果明显、纳税人感受较好的
举措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进一步健全汇算服务管
理体系。比如，将税务机关提供申报表项目预填服
务、汇算初期预约办理服务以及对符合汇算退税条

件且生活负担较重的纳税人的优先退税服务等举措
写入办法，方便纳税人快捷办理汇算等。
　　办法更加重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清
晰界定汇算各方权利义务关系。比如，要求税务机
关和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为个人相关涉税信息保密，
并列示了纳税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的法律救济
渠道。
　　办法注重指引纳税人更好做好各项汇算准备。
比如，汇算开始前及时确认在个人所得税App中填
报的联系电话、银行账户等基础信息的有效性；通
过个人所得税App或者扣缴义务人查阅确认综合所
得、相关扣除、已缴税额等信息的准确性等。2024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2025年3月1日开
始，有在3月1日至20日期间办理汇算需求的纳税
人，从2月21日起，即可通过个人所得税App进行
预约。
　　据介绍，此次征求意见将持续到2月2日，税务
部门将认真梳理研究可行性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
完善办法。


